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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学改革背景下初中物理教学的创新 
◆相里海侠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学  716000） 

 
摘要：新课程标准指出，初中物理要构建学生的物理知识体系，培养学

生的物理核心素养，提高学生的物理实验的实践能力。初中学生刚刚开

始接触物理，虽然他们对未知的物理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

是他们缺乏科学的学习方法，所以需要物理教师进行科学地引导，帮助

学生走进物理学科、爱上物理学科。广大初中物理教师应该从自身做起，

采用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新颖的教学手法，点燃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初中物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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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需要的是多元化
的创新性人才，所以它是新课改以来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其综合能力，
为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目前初中物理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例
如一些教师教学理念过于守旧、理论和实验教学分配不均、实验
器材老旧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广大初中物理教师应该不
断提升自己，运用创新的理念来开展教学，把教材和生活结合起
来，深化学生对物理的认识，创新初中物理教学方法，可以有效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物理教学质量。笔者就如何创新初中物
理教学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改进策略。 

一、积极创新教学方法 
常言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就体现了教育

学的理念，教师并不是课堂的主宰者，而是课堂的领路人，教师
要负责把学生领进物理世界的大门，教授物理知识，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考验的是学生自主探究、自我反思、自我总结的能力。
教与学是师生之间一个双向互动的活动，需要二者亲密无间的配
合，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教师要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平等的位置
上，真正挖掘到学生的知识盲点，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有
针对性地开展物理教学。 

例如在讲解“平面镜”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每人提
前准备一面小镜子，在介绍平面镜的定义时，可以让学生通过照
镜子，让学生理解实像和虚像的区别。教师可以在同学们照镜子
时提问：“同学们，举起你的左手，镜子里的你和你一样吗?”教
师告诉学生是不一样的，这样可以激发学生追问答案的兴趣，教
师就可以进一步解释原因，镜子里的你是虚像，它和是对称的，
你们的左右是相反的。这样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切入平面镜的成像
方式和特点。物理教师在授课时，不能一味地照搬教材，要及时
通过提问来和学生交流，这样才能准确找出学生的薄弱点，针对
重难点进行点拨。通过师与生之间的互动教学，可以提高物理课
堂的教学水平，帮助学生掌握物理学习的方法，保障物理教学效
果。 

二、积极开展探究性学习 
新时期的初中物理教学，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主探究能

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初中生该开始接触物理，对物理知识上的积
累和对物理问题探究的方法还有待进步提高，所以初中物理就是
要引导学生体验基本的探索过程，学习科学的探究方法，领略物
理教学的特点和魅力。初中物理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探究实验方
法，让学生亲自参与实验探究，从未知到已知，从感性认识到理
性认识，帮助学生加深对物理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 

例如在讲解“光的传播”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结合结论光
是沿直线传播的，结合教材先解释光传播的原理，让学生学会解
释小孔成像的原理，启发学生的联想力，引导学生思考生活中见
到的光沿直线传播的现象，例如日食和月食。教师来引导学生自
主设计几个实验，通过实验来验证日食或月食的原理，运用三个
小球，当三个小球处在一条直线上时，通过位置的变换，来验证
日食和月食的原理。积极开展自主探究性学习，可以让学生掌握
基本的实验设计思路:提出问题-大胆猜想-设计实验-实验验证-
得出结论，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探究把物理和生活结合起来，做到
真正的学以致用。 

三、培养合作型学习模式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可以树
立学生良好的团结协作的意识。物理教学离不开实验的支持，绝
大多数的物理理论，需要物理实验来验证，学生在实验中学习物
理理论。实验教学离不开小组合作，所以有必要在初中物理教学
中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例如在讲解九年级“电路初探”这一章节时，教师就可以采
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每五六人为一组，教师准备实验器
材，例如：小彩灯，开关，电线。教师先讲解串联电路、并联电
路的区别，让学生学会区分和设计电路。通过小组成员的合作，
全组群策群力地画出电路图，两人负责连接电路，一人负责记录
实验数据，剩下的组员可以从旁协助。完成基本教学试验后，教
师可以升级实验难度，用一个开关如何控制两盏灯，可以画出几
个电路图。初中物理教学采取合作型学习模式，可以增加学生物
理实践的经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加
深学生对物理理论的理解，提升初中物理教学效果。 

四、优化实验教学，增加实验趣味性 
物理教学离不开物理实验，实验是检验物理教学的一把重要

标尺。传统的物理实验教学，往往是照搬课本上的实验，没有结
合学生的兴趣点，所以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学生参与实验的热情
度比较低。要想进一步优化实验教学，教师需要结合教材设计一
些符合现代初中生审美情趣的趣味实验，激发学生参与实验教学
的热情。 

例如在讲解平面镜成像原理时，教师可以结合教材设计一个
“小魔术”-浇不灭的蜡烛，教师需要准备一面透明玻璃，一个
烧杯，一截蜡烛，拉上窗帘降低教室亮度然后点燃蜡烛，将玻璃
放置在烧杯和蜡烛的中间位置，根据蜡烛火焰调整烧杯位置，确
保蜡烛的虚像完整投射到烧杯上，在烧杯中加入水，学生就会看
到“浇不灭的蜡烛”。优化实验增加实验趣味性，可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让他们聚精会神地观察实验，积极思考实验原理，深
化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 

结语：综上所述，新课改必然要求初中物理教学模式做出改
变，教师需要从自身做起，提升自己的责任感，运用多元化的教
学手法，优化物理实验教学，创新教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物
理探究精神，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习惯，积极拓展课外物理实践，
在实践中领悟物理知识，全面推进初中物理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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