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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教具对物理教学的启发和思考

刘　芳

重庆兼善中学　中国重庆　400700

摘　要：自制教具在物理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可以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可观察的现象，使学生能够更

直观地理解物理原理，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知识。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手欲望。制作教具的过程中，学生需要亲

自动手、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生能够在探索中学习，在实

践中进步，为他们的物理学习之路增添更多的乐趣和收获。

关键词：自制教具；实践；探索；激发兴趣

引言：曾经有一位物理学家说：研究物理是件很浪漫的

事情，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会带给自己激动人心的经历 . 但

是中学物理的学习却并没有得到广大学生的青睐，主要原因

除了物理内容多，知识难以理解，研究问题理论化、模型化

之外，恐怕更多的还在于我们教师自身没有抓住物理教学的

本质。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多做实验，还原物理现象，

追求物理本质，这样就一定能让原本枯燥乏味，逻辑性、理

论性过重的物理教学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从而让更多的人

理解并爱上物理！

1.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实验小制作往往具有趣味性和互动性，能够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使他们对物理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可以通

过亲手操作教具，探索物理世界的奥秘，从而更加主动地参

与到学习中来。

例如：汽车过桥物理模型的自制教具

1.1. 设计目的：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汽车过桥时的物理

现象，特别是汽车在桥顶点的受力情况和运动状态。通过实

际操作和观察，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圆周运动的向心力的

构成和变化等物理概念。[1]

1.2. 所需材料：硬纸板或木板：用于构建桥梁的基本形状。

木条或塑料棒：用于加固桥梁的结构和模拟桥梁的支撑。

玩具汽车或自制简易汽车模型、压力传感器、细绳或

橡皮筋（可选）：用于模拟悬索桥或斜拉桥的拉索、尺子、

铅笔、剪刀、胶水或胶带

1.3. 制作过程：选择一种简单的拱桥桥梁形状，使用尺

子和铅笔在硬纸板或木板上绘制出桥梁的轮廓。

使用木条或塑料棒加固桥梁的结构，特别是桥顶部分，

以确保其能承受汽车模型的重量。

在桥梁的顶部安装压力传感器并标记出顶点位置，以

便观察汽车模型通过顶点时的受力情况。推动汽车模型，使

其沿桥梁向前运动，当汽车模型在桥顶时，其受到重力和桥

梁的支持力。这两个力的合力提供了汽车模型做圆周运动的

向心力。

根据向心力公式 F=mv²/r（其中 F 为向心力，m 为汽车

模型的质量，v 为汽车模型的速度，r 为桥梁的半径），可

以解释汽车模型在桥顶的受力情况与运动的关系。

可以改变桥梁的坡度、长度或半径，观察汽车模型受

力的变化。

也可以使用不同质量或形状的汽车模型，进一步探索

其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2. 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加深物理概念的理解

通过使用教具，教师可以更直观地展示物理现象和原

理，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知识。教具的实物展示有助于

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可观察的现象，从而提高学生

的认知效率。

例如：电磁感应耳机物理模型自制教具

2.1. 设计目的：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电磁感应原理在

耳机中的应用，特别是电流如何通过电磁感应转化为声音

的过程。

2.2. 所需材料：磁铁（一对）：建议使用稀土磁体或永

磁铁，因为它们能产生较强的磁场。

线圈（细铜线绕制）：用于模拟耳机中的音圈，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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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化为磁场。

薄膜（如塑料膜）：模拟耳机中的振膜，将磁场变化

转化为振动。

支架：用于固定磁铁和线圈。

导线：连接电源和线圈。

电池：为线圈提供电流。

音响设备（如手机、电脑）：用于提供音频信号。

绝缘胶带和胶水：用于固定和绝缘。

2.3. 制作过程

制作线圈：使用细铜线绕制一个线圈，线圈的匝数可

以根据需要调整，匝数越多，音质通常越好。将线圈的两端

用导线引出，以便连接到电源和音响设备上。[2]

固定磁铁：将一个磁铁固定在支架的一端，作为固定

磁体。将另一个磁铁（或磁铁的一部分）固定在薄膜上，形

成可动磁体。

安装线圈和薄膜：将线圈放置在两个磁铁之间，确保

线圈能够在磁场中自由振动。将薄膜上的磁铁对准线圈，并

固定好薄膜。

连接电路：使用导线将电池的正负极分别连接到线圈

的两端。将另一根导线从线圈的一端引出，连接到音响设备

的音频输出接口。

固定和调整：使用绝缘胶带和胶水将各部件固定好，确

保它们不会松动或相互碰撞。调整磁铁和线圈之间的距离，

以获得最佳的音质和音量。

2.4. 使用方法

连接电源和音响设备：将电池和音响设备连接到教具上。

播放音频：打开音响设备并播放音频，音频信号将通

过导线传输到线圈中。

观察声音产生：当音频信号传输到线圈时，线圈中的

电流会产生变化的磁场。这个变化的磁场与固定磁体产生的

磁场相互作用，使线圈和薄膜产生振动。

通过薄膜的振动，声音将被传递到空气中，我们就可

以听到声音了。

探索不同条件：可以改变电池的电压或线圈的匝数，

观察声音大小和音质的变化。也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类型的磁

铁或调整磁铁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探索电磁感应在耳机中的

应用。

3.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制作教具的过程中，学生需要亲自动手、思考和解决

问题，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通过实际

操作，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物理原理，并将其应用于实际问

题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尝试，学生能够逐渐掌握实验技巧

和方法，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例如：电荷电场与带电水滴演示器

准备一个塑料瓶，确保瓶盖上的孔足够小，以便水滴

可以缓慢滴落。如果瓶盖没有孔，可以使用尖锐的工具（如

针或钻头）在瓶盖上钻一个小孔。

安装塑料瓶：将塑料瓶固定在铁架台上，确保瓶子稳

定且可以调整高度。

准备水滴：在水盆中装满水。将塑料瓶的开口部分浸

入水中，确保水可以通过瓶盖上的孔缓慢滴落。

使用起电机：将起电机的电极靠近正在滴落的水滴。

打开起电机，使其产生静电。

观察现象：仔细观察水滴在接近起电机电极时的行为。

由于电荷间的相互作用，水滴可能会受到电场力的影响而发

生偏转或改变运动轨迹。

调整参数：可以尝试改变起电机电极与水滴之间的距

离，观察水滴行为的变化。也可以尝试改变水滴的大小或滴

落速度，观察这些参数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如果需要更明显的实验效果，可以在水中加入一些食

盐或其他电解质，以增加水的导电性。这样可以使水滴更容

易带电，从而更明显地受到电场力的影响。

4. 增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应用能力

实验小制作能够帮助学生将所学的物理知识应用到实

际生活中去，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

制作和操作实验器材，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物理知识与实际

生活的联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例如：使用一次性输液器制作液体温度计模型

材料准备

一次性输液器：确保输液器是全新的、未使用的，并

且仍在有效期内。

染色的水：可以使用食用色素和水混合来制作，便于

观察液体在管中的移动。

橡皮塞：用于固定输液管在塑料瓶上。

塑料瓶：作为温度计的主体部分，容量适中，便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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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操作。

剪刀或刀片：用于截取适当长度的输液管。

制作步骤

截取输液管：从一次性输液器上截取一段长约 20 厘米

的输液管。这段输液管将作为温度计的观察部分。

制作染色水：在塑料瓶中装满水，并滴入几滴食用色素，

使水呈现明显的颜色，便于观察。

固定输液管：使用橡皮塞将输液管的一端固定在塑料

瓶上。确保输液管与塑料瓶之间密封良好，防止液体泄漏。

注入染色水：使用注射器向输液管中注入一定量的染色

水。注意不要让液体完全充满输液管，保留一定的空气空间。

调整液面：轻轻挤压塑料瓶，使输液管中的液面保持

在一半左右的位置。这样可以更容易观察到液体在不同温度

下的升降情况。

使用方法

观察温度变化：将制作好的液体温度计放在不同温度

的水中（如冷水、温水、热水等）。观察输液管中液面的升

降情况。随着温度的升高，液面会上升；随着温度的降低，

液面会下降。

记录数据：可以使用标记笔在塑料瓶上标记出不同温

度下液面的位置，并记录下相应的温度值。这样可以更直观

地了解温度与液面高度之间的关系。

5.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实验小制作鼓励学生进行探索和尝试，在制作过程中，

学生需要不断思考、改进和创新，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

和想象，设计并制作出具有特色的教具。这种创新活动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例如：模拟并演示楞次定律，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电

磁感应现象中感应电流的方向与磁通量变化之间的关系。

所需材料

线圈：建议使用漆包线绕制，匝数约为 2000 匝，便于

观察和产生明显的电磁效应。

强磁体：如钕铁硼磁铁，用于产生变化的磁场。

发光二极管（LED）：蓝色和黄色各若干，用于显示感

应电流的方向变化。

导线、电烙铁、焊锡丝等电子制作工具。

支架、木板等结构材料，用于固定和组装教具。

制作过程

绕制线圈：使用漆包线绕制一个线圈，并确保线圈的

绝缘层完整，便于后续焊接。

制作 LED 电路：将蓝色和黄色的 LED 分别并联，形成

两组电路，每组的 LED 正极依次焊接在一起，负极也依次

焊接在一起。

组装教具：

将线圈固定在支架上，确保线圈可以自由地移动。

将两组 LED 电路分别连接在线圈的两端。

将强磁体固定在另一个支架上，使其可以与线圈产生

相对运动。

实验演示

初始状态：观察两组 LED 的初始状态，确保没有电流

通过，LED 不亮。

演示楞次定律：

手持强磁体，使其快速靠近线圈并随后迅速远离，使

线圈中的磁通量发生变化。

观察 LED 的变化。在磁通量增加时（磁体靠近线圈），

一组 LED（如蓝色）亮起；在磁通量减少时（磁体远离线圈），

另一组 LED（如黄色）亮起。这表明感应电流的方向与磁

通量的变化方向相反，即感应电流的磁场总是阻碍引起感应

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通过思考，激励学生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实现创新和变化。

例如：所需材料

线圈（约 2000 匝，由漆包线绕制）、圆柱形钕铁硼磁

铁（强磁体，例如 5 个 23mm×10mm 的磁铁）、弹簧、木

架、蓝色和黄色发光二极管（各 11 个）、泡沫塑料板（2 块，

尺寸如 20cm×5cm×1.5cm）、导线、焊锡丝、助焊膏或剂、

电烙铁等电子制作工具、木板（尺寸如 21cm×10cm）、白纸、

黑色油性笔

制作过程

发光二极管电路制作：将蓝色和黄色的 11 个发光二极

管正极朝上、负极朝下等间距固定在两块泡沫塑料板上。从

左往右依次将后一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焊接在前一个的正

极上，形成并联电路。

线圈安装：将线圈固定在木架上。将两排发光二极管

并联接在线圈的两端。

装置组装：将弹簧上端固定在木架上方中央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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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磁体互相吸引。

将白纸包在木板上，用油性笔在白纸上画出两排发光

二极管的电路图，并将其固定在两排发光二极管中间。[3]

实验演示

操作过程：用手向下拉伸弹簧随后放手，使弹簧上下

振动，带动强磁体在线圈中上下运动。

观察现象：在此过程中，可以观察到蓝色和黄色的两

排发光二极管交替闪烁。这表示线圈中产生了不同方向的感

应电流，与磁铁的运动方向相反，即感应电流的磁场阻碍了

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6. 加强师生互动和沟通：

在使用教具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与学生进行

更多的互动和沟通。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和讨论，

从而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这种互动式教学有助于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教学效果。

例如：教师引入话题：向学生介绍收音机的基本原理

和组成，解释电磁波、无线电信号等概念。向学生展示自制

收音机教具，并解释教具的组成部分和功能。

教师演示收音机的制作过程，特别是在绕制线圈和组

装电路的过程中，注意解释每一步的作用和原理。

教师演示如何调试和测试收音机，并播放一段广播让

学生听。

学生探究

学生分组制作收音机教具，学生完成制作后，进行调

试和测试，并尝试接收不同的广播台。

自制教具设计

材料准备

空心塑料管或塑料瓶、细铜线（约 20-30 米）、二极管（例

如锗二极管）

耳机插座、天线线（约 15 米）、电池、开关、电阻器

和电容器（根据设计需求）、绝缘胶带、焊锡、焊锡丝、电

烙铁等工具

制作过程

绕制线圈：在空心塑料管或塑料瓶上缠绕细铜线，大

约绕制 20-30 圈，确保铜线之间不相互接触，每一圈之间

保持一定间隔。

组装电路：将二极管、电阻器和电容器按照电路图连接，

确保极性正确。

连接耳机插座，确保接线正确。连接天线线，确保天线

线能够接收到广播信号。连接电池和开关，完成电路的组装。

调试与测试：使用耳机进行测试，调整调谐电容器以

获得最佳接收效果。

分享与交流

学生分享自己的制作过程和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收音机的工作原理和接收效果的影

响因素。

制作教具对物理教学的帮助是多方面的。通过制作和

使用教具，教师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因此，在物理教学中应充分重

视教具的作用，鼓励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到教具的制作和使

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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