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5

常州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备案课题开题论证书

学 科 分 类 初中物理

课 题 名 称 初中物理生活化创新实验设计的研究

课 题 负 责 人 郭云洁 恽雪姣

负责人所在单位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中学

开 题 时 间 2021年 9月

常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二〇二一年三月制



一、开题活动简况（开题时间、地点、评议专家、参与人员等）

开题时间：2021 年 9 月 18 日

地 点：新北区实验中学二楼会议室

评议专家：周文荣、李志军、陈峰、曹亦祥、汤久妹

参与人员：郭云洁、恽雪姣、谢春燕、周剑波、詹瑾、赵晗宇、刘程鑫、

蒋奕昊、花园园、张瑾、张咪咪、周叶

二、开题报告要点（题目、目标、内容、方法、组织、分工、进度、经费分配、

预期成果等，限 5000字，可加页）

（1）课题名称《初中物理生活化创新实验设计的研究》概念界定

1.生活化实验的概念

生活化实验是指人们利用日常生活中的资源，通过认为控制条件、有目的的实施观察与

探索物理规律的实验活动。

2.创新实验的概念

创新的定义有很多，从百科全书定义是：创新是人类借助于工具、手段和条件，改造客

体，创造出原先客观没有的人造物质财富的创造活动。初中物理创新实验是指为了做好现

有教材的实验，对客观存在的问题不断发现、研究和解决，为提高实验效果，不断改进欠

操作性实验装置、革新设计欠科学性实验装置、制作新设计实验装置所需教具，也就是做

好实验改进、自制教具、实验管理等。

3.生活化创新实验的概念

生活化创新实验将充分运用身边资源及日常生活用品进行物理实验，不仅仅停留在解决实

验器材不足的观念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开发日常器具在实验教学中的创新功能，充分挖掘

其潜在的实验价值，解决现有器材难于满足教学要求和商品仪器更新换代滞后与教学发展

的问题，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科学素养。

（2）研究目标

1.形成利用生活物品完成的课内演示实验、课内分组实验、课外小实验案例集。

2.形成利用生活化创新实验课堂教学实施的案例与论文集

3.促进我区物理实验教学的开展，使物理教师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转变教学方法、转变

教学观念、改进教学理念，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对物理实验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物

理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研水平。

4.开发一些符合初中学生生活实际的物理教具，弥补实验器材的不足，有意识地培养学生

的动手操作和创新能力，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激发学习物理的兴趣。

5.改变学生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的现状，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不迷信

书本内容，敢于大胆质疑、乐于动手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掘，个性得

到健康的发展。

（3）研究内容

1.利用生活物品完成的课内演示实验创新与改进研究（负责人：谢春燕）

2.利用生活物品完成的课内分组实验创新与改进研究（负责人：周剑波）



3.利用生活物品完成的课外小实验的研究（负责人：蒋奕昊）

4.利用生活化创新实验课堂教学实施的研究（负责人：赵晗宇）

（4）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本课题的研究目标做出具体

描述，为课题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查阅物理教学方法，物理课程标准，物理实验教学，

心理学等方面的论文和论著，教师教学教案、教学实录等，为课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论证

依据。

2.实地调查研究法

对成员所在学校物理教师的现状，学生参加物理实验和学生对物理实验的认识和看法进行

调查与分析。

3.访谈法

访谈有关的教育研究专家和部分中学物理教师，学生，进一步深入了解物理实验的现状，

物理实验在探究性学习中的作用和影响初中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的因素。

4.个案研究法

研究学生在物理实验改进前后学习状况的变化，对个别学生，个别班级、年级或特点群体

等典型个案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和剖析。

5.问卷调查法

通过问卷、听课、座谈、教研活动等形式，观察、了解、调查、分析学生对物理实验器材

使用情况的反馈。

6.行动研究法

通过课题研究，促进物理教学中生活化创新自制教具的开发和运用。

7.经验总结法

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认真做好各类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实施情况的记录，既是总结各

阶段的成果，尤其注重提炼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

（5）组织分工

序

号

分组 组长 组员 要求

1 课题概况组 郭云洁 周叶 撰写课题申请书、开题报告

2 计划小结组 恽雪姣 谢春燕 撰写并收集学期研究计划和小结

3 研究过程组 周剑波 詹瑾、

赵晗宇

收集、审核课例及反思，设计学生问卷

和教师问卷

4 研究成果组 蒋奕昊 花园园 收集、审核研究成果

5 理论学习组 张咪咪 张瑾、

刘程鑫

设计理论学习笔记 word模板、布置阅

读书目并收集



（6）进度

1.准备阶段（2021 年 6-12 月）

组织学习现阶段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前期的理论学习和培训，在课题研究的基本

理论框架及研究内容等方面达成共识，进一步分析和理清相关研究问题，使本课题的研究

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

2.实施阶段（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确立课题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组件课题组，明确分工职责，各成员根据本课题的主要

任务和研究重点，制订课题的研究方案和工作计划，各成员根据实施方案进行广泛深入的

教学实践，形成和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并及时进行交流。同时不断修正和完善

实施方案，及时进行资料的整理和阶段小结。

3.总结阶段（2024 年 1-6 月）

展示课题研究的相关成果，完成结题报告，为课题的结题鉴定做好充分准备。

（7）研究时间、设备、经费等保障

完成本课题的研究能力和时间保证：课题组成员都是经历过至少一轮初中物理教学，教

学成绩都突出，在实验创新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周四下午利用集体备课时间对课题研究

内容进行汇报和提出建议。

资料设备：每位教师都征订了一份专业杂志，人手一台电脑，成员所在教研组都配备

了高清摄像机、扫描仪等设备。本课题研究取材于生活，所需投入成本较低，另外核心成

员所在学校也有适量的课题研究经费支持，所以研究经费是能完全能得到保障的。

主要参考文献：物理实验杂志、中学物理教师杂志等相关专业杂志，以及网络平台。

（8）预计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 责任人

阶段成果

（限 5 项）

学生座谈及调查问卷 文本 2021年 7月 郭云洁

理论学习体会 文本 2021.7-2021.12 谢春燕

教学案例分析 汇编成册 2023年 12月 张 瑾、花园园

形成策略性论文 文本 2023年 12月 蒋奕昊、刘程鑫

评估方式 文本 2022年 6月 恽雪姣

最终成果

（限 3 项）

研究报告 文本 2024年 3月 周剑波

教学案例分析、论文汇编 文本 2024年 5月 周 叶

其他成果汇编 文本 2024年 5月 赵晗宇



三、专家评议要点（侧重于对课题组汇报要点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并提出建

议，限 800字）

本课题是积极响应物理新课程提出的倡导利用日常器具做实验，实验室的课程资源不

仅限于实验室的现有设备，学生身边的物品和器具也是重要的实验资源。生活化实验不仅

具有简便、直观等优点，而且有利于学生动手操作，发展学生的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可以说生活化实验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众多的技术和较高的教育价值。因此开

发智慧高、教育价值功能大的生活化实验应该是物理学的价值追求。

目前，课题组的相关人员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为课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

保证。每位课题组成员都有相应的理论学习，并做好笔记，在课题组会议上交流心得体会，

拓展思路，合作学习。此外，随着理论学习的展开和讨论的深入，对课题内容的理解就更

加深刻，在此基础上修正最初的方案，形成最合理最有效的新方案，人员的分工上也做了

一些调整，把每位课题组成员安排到了最合适的岗位上，如张瑾老师擅长资料的搜索，赵

晗宇老师擅长电脑技术的运用和 PPT的制作，周叶老师擅长资料的归档和整理，合理分配

各个成员的任务也是课题成功的保障。

课题研究内容符合主题，也符合当前区教育局倡导的从小的切入点开始，着重解决

当前教学过程中的某个问题，生活化实验能在学校物理课堂内外得到有效开展。研究内容

也有逻辑上的层层深入，从研究课堂演示、分组实验中利用生活化资源开始进行研究，到

创新实验的研究、课后实验的开展，最后到如何运用生活化实验实现教师有效的教和学生

有效的学，并且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能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

本研究中，对实验现状的调查是课题顺利进行的保障，因此，调查问卷的设计还需

要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和商讨，确保能将课题研究真正指导教学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评议专家组签名

年 月 日



四、重要变更（侧重说明对照课题申报评审书、根据评议专家意见所作的研究

计划调整，限 1000字，可加页）

课题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五、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

科研管理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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