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于学习  精于思索 

——吴志明名师工作室 4 月实践研修活动简报 

 

最美人间四月天，不负春光与时行。为进一步促进工作室成员的课堂教学能力，践行先

进的教育理念，拓展教学思路，2023 年 4月 26 日，太仓市初中物理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来

到吴江区苏州湾外国语学校，全程参与并观摩苏州市初中物理（中年组）优质课评比活动。

各区市在第一轮评优课评比的基础上，各选派一位优秀教师代表参加苏州大市的评优课评比

活动。本工作室成员周玲老师代表太仓市初中物理中年组教师，与其他区市参赛教师同台展

示，现场交流，执教了八年级物理第十章《物体的浮与沉》一课，七位参赛教师同课异构，

各放异彩。 

 

 

 

 

 

 

 

 

太仓市   周玲 

周玲老师从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引入，让学生用物体的浮与沉来复盘这个过程：分析受

力与状态，布置学习任务：改变物体的浮沉，在体验中理解归纳浮沉方法，并应用于打捞沉

船、剖析潜水艇的原理，最后以浮沉子的浮与沉学生实验结束本节课教学。整节课教学环节

环环相扣，内在逻辑线清晰，尤其是打捞沉船的方法，前期通过学生体验做好铺垫，呈现思

维阶梯螺旋上升的学习进程，整堂课充满浓浓的物理味。 

 

 

 

 

 



高新区  徐杰 

徐杰老师以两个鸡蛋的浮沉，吸引学生注意力，然后从承载儿时梦想的小船开始受力分

析，体验生活中物体的浮沉，尝试改变物体的浮沉，总结物体的浮沉条件，分析孔明灯、热

气球、奋斗者号、蛟龙号的浮沉原理，最后和学生一起放飞孔明灯，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张

老师的课堂教学中突出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注重学科育人。 

 

 

相城区   杨海兰 

杨海兰老师一开始就布置学习任务：打捞沉船。在逐步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寻找改变物体

浮沉的方法，总结浮沉条件。杨老师课堂教学的第二个环节是布置大项目：自制浮力称。学

生应用浮沉条件确定、标记刻度，从而计算出分度值，成功测出一个鸡蛋的质量。学生在杨

老师的课堂中不仅有完成任务的喜悦感，更有做出产品的成就感，教学目标清晰地指向学科

核心素养的发展与培育。 

 

 

 



常熟市    叶强 

叶强老师首先对悬停工作的潜艇受力分析，然后创设情境布置大任务：潜艇水下掉深，

任命同学们为临时指挥官，设计自求方案。在接下来的课堂中叶老师带领年轻的指挥官们按

以下三步不断实现学习进阶：寻求方向——发现问题，确定目标；理性分析——找出原因，

制定措施；付诸实施——立即行动，正确实施。叶老师不仅将浮沉条件的体验、发现、总结、

验证、应用融入这三步中，还引导学生用这三步积极面对人生的浮与沉，使物理课堂的教育

意义得到进一步升华。 

 

张家港  鲍丽娜 

鲍丽娜老师以打捞我国古代沉船“南海 1 号”为情境引入教学，让学生观察生活中苹果

与、小番茄等物品的浮沉情况，提出使漂浮的物体下沉、沉底的物体上浮的方法，设计可行

的实验方案进行验证；通过改变生活中物体浮沉的体验与实验活动，再提出多种方案打捞沉

船，最后选取最合适的方式。整节课稳扎稳打，条理清晰，实验器材独具匠心，打造了高效

的课堂。 

 

 

 

 

 

 

 

 

 



 

反思与感悟 

今天，我非常有幸参加了苏州市初中物理评优

课活动，此次听课活动，收获很多，细节满满，体

会较深的是老师们对教材的灵活处理和深层挖掘。

几位教师同课异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给我们呈

现了精彩纷呈的《物体的浮与沉》。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名师工作室成员周玲老师的

一课，周玲老师的课始终以大单元进行物理教学，

整堂课围绕一个大项目“如何打捞沉船”开展的教

学活动。这节课跳出传统授课模式，以打捞沉船过程中遇到的四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

究，主线清晰，设计思路巧妙。课堂中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体现出物理学习

的思维方式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运用物理知识对生活中的现象进行解

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参赛教师们充分利用多媒体和自制的实验教具，充分发掘教学资源进行教学，使学生在

课堂中生动而活泼，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充分挖掘出了学生的潜力。几位

教师表现出的新思路、新设计、新观念值得我们学习！ 

（太仓市明德初级中学 李静） 

 

4 月 26 日我有幸作为参赛了 2023 年苏州市初中物理(中年组)优课评比活动，并聆听了

另外 6位参赛老师精彩的课堂，感受颇深。一堂精彩

的物理课必然是学生的主场，能让学生的物理学科素

养有所提升。作为物理老师，我们首先要潜心钻研教

材，把握课程标准。钻研教材、分析教材，把握课程

标准，根据学生情况，灵活运用教材，达到课程标准

的要求；其次要精心备课、更好地驾驭课堂。在钻研

教材的基础上要精心备课，教学环节的设计、情境的引入，学生活动的组织都要基于物理学

科素养的落实，要基于学生生活实际，基于学生的前概念，构建认知的冲突，让学生思维在

探究活动中提升，只有教师准备充分，课堂才会更有实效。最后，要让学生由被动变主动，

成为课堂主人。教师要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变“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为“带着学生走向知识”，



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充分发挥教师的导向组织作用，成为学生遨游知识世界的一

盏“指明灯”。（太仓市实验中学 周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