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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物理教育中学生创新意识培养 
张  雪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咸宁  437100） 

摘要：物理学是如今理工科学生一门十分重要的基础学科, 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对于学生日后的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指出了我国在物理教育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并给出了应对目前所存在问题的策
略，旨在能够促进我国学生在物理教育中能够有效的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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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创新人才的培

养，这对于我国来说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并逐渐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培养模式。我国教育相关部门必须将创新人
才的培养作为我国主要的发展重要任务之一。我国 2010-2020
年所颁布的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一文中表明：我国一直要致力于探索培养创
新性人才的途径，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最终
呈现出创新人才辈出的盛大局面。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物理教
育中如何进一步的培养学生们的创新精神。物理学是一门蕴含
着丰富的创新概念的学科，已然成为教育部进行创新人才培养
的主战场，也必然成为物理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物理教育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些年我国针对物理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经验发

现，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还
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如下。 

（1）只是仅仅注重培养创新思维而忽视了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创新品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创新意识的

发挥对于创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从事一
切创新活动的起点，对于创新成果的价值也是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没有创新意识的创新活动在某一程度上只是在过程中的创
新，并不会产生具有十分重要价值的创新成果。所以，仅仅培
养创新的思维而忽视创新意识的培养对于我国培养全新的创新
人才具有众多不利的因素。 

（2）创新教育过渡重视陈述性而缺乏体验性 
在我国目前的物理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学校针对学生的创

新意识的培养往往局限于对学生理论的灌输，而没有让学生们
自己去动手去体会去尝试。比如，校方往往会邀请相关教授以
及学者开设相关的知识讲座来宣传物理学的创新实践活动，通
过讲述的方式让学生门来了解物理创新活动，而很少的开设相
关的创新教育课程的实施渠道来引导学生亲自体验创新意识活
动的整个过程，这样很难从根本上去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三、物理教育创新意识培养策略 
笔者通过这些年的增强物理学创新意识的实践进行总结，

指出了如上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笔者给出了如下
的在物理教育中培养创新意识的策略。 

3.1 制造创新场地, 激发学生创造意识 
创造是一种人们为了达到某总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创新活

动，创新的需要才能诱发学生的创造动机，当某种需求没有得
到满足时，人体内必然产生一种内驱力促使他释放一定的能量
唤起创造行为的动机，然后通过不断的思索创造来达到创新的
目的，从而满足创新的需求。当然，创造的激发是需要创造一
定的情景的，在良好的情景下才可能有更好的创新。比如，在
物理教学的课堂上采取启发式和再发现式的教学方式，营造出
一种民主的学习氛围，课堂上尽可能的点拨和鼓励学生进行相
关的创造行为，将课堂的教学内容细分为多个层次的创造台阶，
生动的创造性的对知识点进行分解，逐步形成创造性的讲解、
发问、解答以及评价这一系列的讲课模式。 

3.2 思维发散，多向解答 
思维发散，多向解答这本来就是在进行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活动，在物理学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多学生的引导，启发，点
拨，鼓励可以让学生尽可能的多向解答，进行多种思维的发散
活动。比如，解决物理动力学的问题不但可以采用动量守恒定
律还可以运用牛顿定律，还可以利用机械能守恒的定律等等。
采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理论来解决同一个问题，这就是在进
行创造意识的培养与锻炼。当然，在物理学的课堂上，在物理
学的课堂上的例子还有很多，教师要注重培养方式尽可能多的
对学生进行引导与鼓励。 

3.3 独立思考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独立思考问题是创新实践最基本的需求，若是随意跟风，

缺乏对事务的独立思考与判读则必然产生不了任何创新意识。
1904 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洛仑兹变换式，但是由于
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主要是在传统的时间框架内解决“以太”
漂移问题,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摆脱时空的概念独立的进行思考，
认为这个概念并不是真正的时间这一物理量。爱因斯坦的成功
就是得益于开拓的创新意识，当时并没有受到时间物理量的影
响，思考的原则是怎样尽可能的让电磁学规律满足相对论，当
时的洛仑兹变换主要受到了绝对时空观的限制，爱因斯坦正是
打破了传统的限制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
类似的创新事例还有很多，在物理学的课堂上需要尽可能的给
学生灌输创新意识，这不仅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
以让学生养成独立思维的习惯，为创新意识的培养提供便利条
件。 

3.4 培养实验能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创新意识的培养中也是需

要实践操作来进行校准。物理学是一门考验实践动手能力的学
科，课堂上结合物理教学的实际情况，向学生门多多展示物理
学前辈们在实际实验研究中的方式与方法能够很好的培养学生
们的实验能力与动手操作能力。例如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展示法
拉弟研究电磁感应的实验视频以及卢瑟福采用金箔发现原子的
核式结构实验等等经典物理学研究。通过对学生展示经典的物
理实验，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培养学生的创新
实践能力，培养进一步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 

四、总结语 
通过这些年我国在物理学方面的教育改革实践可以看出，

在物理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是具有可行性的。我国的教育学
者们必须重视和探索新的物理学教育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尽可能的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意识的培养是一
项十分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简单的靠极少数老师或者几节
课能够实现的，这必须依靠老师学校多方位的配合，结合每个
学生的专长让学生全方位的提高自身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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