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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创新
型人才的要求和需要越来越强烈。大学物理是理论性和实践性较
强的综合性学科，是培养和发展大学生创新能力和逻辑思维的重
要学科。对此，作为大学物理教师，为了有效并全面的培养大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观念，就应该充分感知工匠精神的现实价值和
功能，将工匠精神的相关内容融入到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和发展
的教学过程中，以此最大程度上发展他们的综合能力和素养，
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1  工匠精神的基本概念
在以往的时代背景下，所谓的“工匠精神”，是指工匠们

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以此产生的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理
念和意识。简单的说，“工匠精神”就是指，以往的工匠们
喜欢不断研究自己的产品，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物品在自
己的双手中升华的过程。但是，当代社会下的人们心浮气躁，
大多追求“短、平、快”所带来的即时利益，这使得他们在
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产品的品质和真实意义。工匠精神在教育教学
方面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摆脱片面或浮于表面
的学习，运用工匠精神中的严谨、耐心以及专业等思想感染学
生，让他们的学习行为做到精益求精、注重细节，以此提高学
习效率，并且最大限度的发展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意识。

2  大学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策略
2.1教师更新教学理念和体系，全面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正所谓“思想是意识和行为的依据”。由于应试教育和以往教

学经验根深蒂固，大部分大学物理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过于
注重大学生对于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生
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学内容，忽视了他们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不
利于激发其学习兴趣，以致于大学物理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不
太理想。所以，教师应该树立“工匠精神”，对待教育事业要像对
待工艺品一样，精心雕刻、精益求精，用自己的知识力量不断升
华和创新教学理念，摆脱以往教学经验和思想的束缚，营造良好
的教学氛围，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基础开展多样化的教学
工作，从而充分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并且，作为大学
物理教师，还要改进以往说教式、灌输式或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充
分利用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教育技术，以此丰富教学内容和形
式，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2.2教师精心设计教学的问题，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意识
正所谓“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学生们善

于和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基础，并且，
思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促使其自主发散创新思维，培养并发展创新能力。所以，
在大学物理课堂中，教师应该保持工匠精神，精心、细心的设计
教学问题，这不仅可以增强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活跃课堂的
教学和学习氛围，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能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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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提高他们的创新观念和意识。对此，大学物理教师可以
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教学问题的设计和创新：第一，教师设计创
新性问题。大学物理的学习难度有所提升，其中涉及的教学内容
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思维性，只有当学生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
场上，不断发散思维能力，才可以更加有效地完成日常的学习任
务。所以，教师可以为学生设计开放性的问题，保证问题和条件
的开放合理，让他们通过搜集资料等方式，创新性地解决物理难
题。第二，教师积极鼓励学生提问。这就要求教师应该改变以往
的教学模式和思想，在课堂上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
其勇于提出问题，并通过自己或集体的力量解决问题，以此提高
他们的合作创新意识。

2.3教师改革教学方式和方法，全面发展大学生的创新观念
目前，伴随着我国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对于创

新型人才的需求逐渐强烈。所以，在大学物理的教学工作中，
教师应该以发展大学生的创新观念为前提和根本，不断改革以往
的教学方式和方法，积极采用“五步教学法”，着重突出大学
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让他们主导课堂时间。首先，第一步是
启发，指的是教师创设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激发其
学习热情的教学过程。这就要求教师要改变以往说教式或灌输式
的教学活动，引入生活情境和现象，启发大学生进行物理知识
的思考，为后续创新思维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二步是探寻，指
的是探寻本质，发现规律。教师应该将学生分为多个小组，组内
进行物理知识的探究。第三步是反思，指的是巩固知识，反思物
理知识的意义和价值。第四步是设计，即设计教学问题，发散其
思维和创新能力。第五步是实践，将创新思维的想象付诸于实践，
以此充分的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并发展他们的创新观念。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社会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创新能

力”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和企业间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重
要因素。所以，在目前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教育
环境下，大学物理教学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全方位的培
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意识以及创新观念。对此，物理教师
应该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体系，精心设计教学的问题以及改革教
学方式和方法等等，从而有效地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培养和发展他们的创新能力，最终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的效率
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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