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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中学物理特长生的培养 
◆刘云峰 

（四川省绵竹中学  618200）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
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
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
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随着社会的进
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
才。这就对物理教学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在提高物理学科教学质
量的同时，必须致力于优秀学生的培养，促进更多特长生脱颖而
出。这是顺应时代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物理教学在“科教兴国”
中作用的需要。 

一、如何选拔物理特长生 
物理特长生是指在物理学习方面具有智商较高、学习成绩优

秀、思维活跃的能在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
者的特殊学生群体。应该从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物理学科素
养、数学学科素养、综合学科素养包括性别因素等多方面进行综
合评价，并分析各种不同因素对学生后期发展的制约和促进作
用，科学选拔物理特长生。 

二、物理特长生的培养目标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则指出：“高中物理课程

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培养学生，为学生终身发展、应对现
代社会和未来发展的挑战奠定基础”。特长生在中学阶段要培养
的内容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从精神、人格、思维、能力
四个要素作为培养目标，每个目标根据特长生的特征和实际，设
置了重点要培养的内容，让中学阶段特长生的培养更具实效性针
对性，避免盲目性、随意性。（1）精神品质的培养，培养学生克
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毅力。（2）人格要素培养，人格要素
是成才的内驱力，是使特长生能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3）我
国的传统教育历来重视培养学生的聚合思维能力而轻视发散思
维能力，重视分析思维能力的培养而轻视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
重抽象思维能力而轻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重再造想象的培养而
忽视创造想象的激发。这些做法不能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难以
培养创造思维。因此，学校应通过师生互动，着重培养学生的发
散思维、直觉思维、形象思维，启发学生质疑，培养创造力。（4）
能力要素的培养，从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类型的能力。根
据特长生特长的属性，大致可分为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视
觉空间能力、音乐节奏能力、人际关系能力、自我认识能力、认
识自然的能力等。不同类型的能力，对应学生的特长，选择相应
的能力作为培养目标。 

三、物理特长生的培养方法 
首先，教师要考察各知名中学学科竞赛培养的模式，每个学

校都不一样。就学习的知识体系来说，有的学校是一边学习高考

大纲内容，一边补充竞赛知识；有的学校是先集中将高考大纲内
容学完，在统一进行竞赛学习。就培训学生的班级组建来说，有
的学校是将要参加各种竞赛培训的学生统一组建为一个班级，方
便竞赛培训与高考科目学习统一协调；有的学校仍然是常规的班
级设置，竞赛培训的学生来自于各个不同的班级。这就要求教师
根据自己学校的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方案，一般来说，农村学校
学生底子薄弱，可以采用一边学习大纲知识，一边补充竞赛知识，
并尽可能的利用假期时间。 

其次，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特长生的培养以学校的课程为
主，根据特长生培养的目标，可以指定这些课程，包括知识拓展
课程、情意陶冶课程、个性发展课程、社会活动课程。（1）知识
拓展课程。这部分课程应根据特长生培养的能力目标，编选学科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并从纵向、横向拓宽加深，培养特长生科
学的态度，形成科学的求知精神，学会科学的探究方法。知识课
程强调内容的结构化、课程内容的综合化，课程内容联系生活、
贴近生活，即把关于生活的基本知识和适应时代要求与人类生活
十分密切的有关知识内容，及时反映到课程中来，以主题单元的
综合形式呈现出来。（2）情意陶冶课程。这部分课程包括培养特
长生的道德品质的思想品德课程，培养辩证思维的哲学课程，培
养艺术情趣和陶冶性情的音乐、美术欣赏课程以及培养特长生的
自信心和顽强意志，预防心理疾病，促进心理健康的心理保健课
程。这部分课程开设好，能让特长生形成健全人格并能在艺术的
熏陶中培养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3）个性发展课程。这部
分课程包括有偏重理想教育的，如自我意识教育、自我实现教育；
有偏重于策略方法的，如学习策略教育科学方法论教育；有偏重
于能力培养的，如创造力开发、交往能力培养；有偏重技能的，
如小制作、小发明、实验研究和文献资料收集、处理技能的教育。
这部分课程，目的在于唤醒特长生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让他
们掌握自我发展的策略和方法，具有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和不
断超越的精神，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4）社会活动课程。这
部分课程包括配合学科学习而开展的单科性研究活动、实验活动
和科技活动；以社会问题、生活中的问题为单元组织的社会调查、
社区服务。通过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培养特长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培养物理特长生的困难 
在培养物理特长生方面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

农村中学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同时很多家长、孩子对教育的重
要性意识淡薄；（2）教师数量不足，流失现象严重。随着市场经
济在人才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强化，农村学校本来就稀缺的优秀师
资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转移；（3）硬件设
施不足，教育环境恶劣。 

总的说来就是经济的落后制约了教育的发展，经济落后的地
区往往也就是教育薄弱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