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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课题研究的两点做法
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高级中学(215611)　　殷　皓

　　高中物理教学中开展课题研究 ,是全面培

养学生各种素质和能力的重要环节 ,是培养学

生科研兴趣 ,激发他们创新意识的有效途径 。那

么 ,教学中教师如何指导好学生开展课题研究

呢?下面 ,笔者就此问题谈两点初步的做法。

1　立足课本 ,为学生铺路搭桥 ,让他们迈

好课题研究的第一步

初次接触课题研究 , 大多数学生感到束手

无策 ,他们不知从何处选题 ,不知应选择怎样的

课题适合自己 ,课题选定后又不知从何处切入 。

对此 ,教师要指导学生立足从课本中选题 。因为

课本中提供的研究课题示例大多贴近教和学的

实际 ,便于学生联系相关的学科知识 ,运用平时

所积累的学习经验和生活经历开展研究 。教师

只要给学生铺路搭桥 ,点拨指导 ,学生就能很快

进入角色 。如当某课题研究小组从高二物理课

本(必修)中选定一课题后 ,笔者设计如下一组

问题引导他们展开课题的研究 。

研究课题 1:估测压力锅内水的温度

(1)你选该课题的理由是什么 ?

(2)简要叙述你的研究方案。

(3)从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意

义这两方面简要评价一下你的课题研究 。

答:(1)理由是该课题的选材和研究较为方

便 、易行 ,进一步认识水的沸点与压强的关系 。

(2)先测出压力锅盖上喷嘴的直径 ,算出其

横截面积 S ,然后称出其质量 ,算出其重力 G。在

压力锅内放入水加热后 , 观察压力锅盖喷嘴上

的垂锤状态的变化情况 ,来了解这一过程 。于是

可知当重锤被顶起时锅内压强 p = p0 +

G/S(p0 为当时大气压强 ,可用气压计测得),再

查表可知此时压强为 p时的压力锅内水蒸气了

温度 。

(3)该课题依据的主要原理是重锤受力平

衡 ,重锤确实受到一直线上的三力作用 ,故模型

和实际完全符合 ,只要测量数据准确 ,那么结果

也较为可靠;研究结果告诉我们 ,压力锅内压强

较大 ,沸点也超过常压下的沸点 ,故平时使用压

力锅时在沸腾状态下切忽随意打开锅盖以免引

起爆炸和烫伤。

2　联系社会和生活中的热点问题 ,引导学

生调查研究 , 让他们掌握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

策略

处在 21世纪的高中学生思维活跃 ,求知欲

望高 ,社会责任感强 。他们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

时 ,更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彩 ,他们特别

关心社会和生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 。对此 ,教师

要引导他们对自己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开展调查

研究 ,从中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策略 。

下面是在教师引导下某课题研究小组研究一课

题时所拟定的“计划书” 。

研究课题 2:塘桥镇太阳能利用的可行性

(1)选题理由:促进新能源的推广和使用 ,

且有一定的研究兴趣 ,具备一定的研究条件等 。

(2)研究计划:①确定调查内容进行调查

(如采用问卷调查 、资料查询 、实地观察等方

法);②设计实验方案进行测试;③数据分析 ,

撰写报告或论文 。

(3)研究方法:①调查一是市场上太阳能利

用装置的种类 、性能 、价格 、普及情况;二是市民

对太阳能利用的认识 、态度;三是塘桥镇利用太

阳能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四是当前开发利

用太阳能的最新技术及发展趋势等。②测试一

是塘桥镇各季节日光照射情况;二是某些太阳

能装置的性能。

(4)该课题的成果形式:调查报告或论文 。

通过这样指导 , 学生们感到课题研究并不

神秘不可攀 。只要我们留心观察 ,就能在身边周

围找到许多好的课题;只要我们从小课题认真

做起 , “小题” 就能变成“大作” ;只要我们善于运

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去思考 ,就总有所发现 ,总

有所创造! (栏目编辑 　黄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