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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院校对学生的教学方式进行了改革，不再以提高

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目标，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以培养学

生创新实践的能力为主，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加强了对学

生学习的引导，这与国家新课程标准的大力推行密不可分。从

物理教学来讲，新课程标准下的教学改革任重道远，一方面，

物理概念体现了人类对日常生活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探究，有些概

念较为复杂、不易理解；另一方面，现在的物理概念教学依旧

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来调整、改善教学方式，进而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本文从新课程标准的时代背景出

发，浅谈物理概念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对其解决方案进行

探究。

1　新课程标准简介

新课程标准的存在约束着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课

程质量，是国家对学生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知识与技能需求的体

现。国家以此作为管理、评价的基础，是教材编写、考试命

题的依据，有效满了足学生不同阶段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

方面的基础需求。

2　物理教学改革的时代背景

近年来，社会愈发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也对教育事

业的改革也已进行了多年的探索。自2001教育部推出《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来，教育事业的改革进步逐渐加快，

该纲要明确指出，课堂教学对传授知识过于重视，忽略了学生学

习态度的培养，教师应在传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着重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合理的价值观。目前我

国的教学理念过于强调理论知识的死记硬背，只关注学生的考试

成绩而忽略了学生本身的创新、实践能力，教学的最终目的应是

培养学生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优秀的个人能力。教育事业

至今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物理学科教学作为物理科学领域

发展的基石，是教育事业改革中的重要学科，物理概念又是学生

理解物理知识、掌握物理科学的重要基础，因此，物理教学改革

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物理科学领域的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

意义。

3　物理概念教学的意义

物理概念从本质上简洁明了的阐述了一种物理现象和物理过

程，是人类对物理领域已知探索的经验总结。一方面，物理概念

充分体现了人类在物理领域漫长艰难的探索以及对知识的渴求，

是人类千百年来在物理科学领域的智慧结晶，展现了历代物理科

学家对物理科学领域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为后世的学习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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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方便；另一方面，物理概念作为物理学习的基础，充分说

明了物理现象的本质，是学习物理最强力最有效的工具，为学

生提供了学习物理的方向，是物理学科的基石。清晰准确的物

理概念，是学生进一步学习物理知识的首要条件，因此，让学

生理解并熟练应用所学物理知识，物理概念尤为重要，在新课

程标准下对物理概念教学做出改变，着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实际动手的能力，是当下物理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加强

对物理概念的理解，可以提高学生对物理学科的学习兴趣，进

而帮助学生更高效的掌握物理知识，同时也是物理教育能否取得

成功的关键，对物理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4　物理概念教学现状及问题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行，物理教育事业取得了许多新的进

展，这与院校相应教育部政策以及教师在课堂上积极尝试、为

教学做出改变息息相关。但就目前来讲，物理概念教学依旧存

在诸多问题，教师的课堂教学应以机械的传授理论知识为主，

这种现象不利于学生自主思考意识的培养。作为一门理科学科，

物理学科中的每一道题目几乎都有它的唯一固定答案，与文科广

泛自由的解题方式不同，教师为了提高学生的答题速度及考试成

绩，往往会向学生传授相对固定的解题思路，忽略了对学生自主

思考能力的锻炼，这种现象严重限制了学生思考创新能力的发展，

甚至会大大降低对物理学科的学习兴趣。虽然这种固化解题思路

的教学方式能够降低学生在解题过程中的出错几率，但也会使物

理学科的课堂学习变得无聊枯燥。

物理概念与相应物理现象密不可分，物理实验可以加深学生

对物理概念的印象，使其能够直观的了解物理概念的实际意义，

对学生理解掌握物理概念颇有益处。而大部分教学的物理概念教

学只强调了对概念的死记硬背，在解题过程中机械的运动相应概

念，这与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学生自主思考意识的教育目的

背道而驰，严重限制了物理科学领域的发展。一味的向学生灌输

物理概念知识，学生可能会出现对所学概念混淆、记忆不清等现

象，降低学生的学习效率，甚至失去对物理学科的学习兴趣。

5　物理概念教学问题的解决方案

5.1强调物理概念的来源及重要性

历史故事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物理概念的教学中引

入物理概念产生的缘由及相应的历史背景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概

念的印象，清晰了解物理概念的实际意义，也可以使学生对物理

学科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自由落体运动的概念教学时，

教师可以在课堂讲述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让学生清楚地了解

当时的时代背景，了解伽利略在提出质疑时面临的非议与社会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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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学生更加明确的记住自由落体运动与物体本身的质量无

关，同时，伽利略面对质疑和嘲讽迎难而上以及对物理科学认

真的求知态度也值得学生借鉴学习。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不

仅可以更好的学习物理概念进而提高物理概念学习效率，还可以

传承物理科学家的优良品质，在步入社会后保持着严谨的科学态

度，为物理科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5.2结合实际，对物理概念进行解释

物理概念中给予物理量的定义往往是比较抽象的，且难以理

解。教师在物理概念的教学中可以结合生活实际对物理量进行解

释，进而使学生更加清楚地了解物理量的实际意义，方便今后的

学习和应用。例如：在定义速度的物理含义时，教师在教学时可

以提出“在相同时间内，猎豹和乌龟谁跑的距离更远”类似的问

题，进而让学生更直白的了解“速度是描述物体快慢的物理量”。

结合实际，对物理概念进行解释，可以加强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

提高学生对所学物理概念的记忆，进而提高学习效率。

5.3结合物理实验进行概念教学

一味地向学生灌输概念知识只会适得其反，降低学生的学习

效率，使其对物理学科失去兴趣。物理知识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

现象密不可分，物理概念的学习离不开与生活实际的结合，因此，

结合物理实验对学生进行物理概念的教学尤为重要。在实验现象

中可以具体、直观的向学生展示所学物理概念的现实意义，方便

教师在学生对具体物理现象不解时进行答疑，是学生理解物理概

念的有效方式，有利于学生在今后解题时结合实际现象明确解题

思路，提高学生对所学物理概念的灵活运用，大大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以及自主思考能力。

5.4加强对物理概念具体词汇的解释

物理概念与规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每一句话都具有深刻的

涵义，往往使学生觉得深奥难懂。因此，要提高学生对概念规

律的理解，在教学中有必要对每一句话进行深刻分析。例如，

机械能守恒定律为“在只有重力做功的情形下，物体的动能和

重力势能发生相互转化，但机械能的总量保持不变”，在“只

有重力做功的情形下”这句话中，蕴含机械能守恒的条件，同

时指出了机械能守恒的前提。因此，对学生着重剖析这句话，

将对学生深刻理解机械能守恒定律起到关键作用。

6　结语

综上所述，学生在物理学科的学习过程中，物理概念的理

解和掌握十分重要，由于物理概念的难易程度不尽相同，学生

会在学习中遇到难以理解所学物理概念、不能熟练应用所学概念

等现象。为了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物理概念，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率，物理概念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在新课程标准的影响下，

教师应改变一如既往的传统教学方式，加大实验力度，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结合实际现象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所学物理概

念，提高学生对学习物理的兴趣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其次学校

应结合新课程标准要求，引进先进的物理实验设备，结合教师

的教学情况、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物理概念的难易程度对物理概

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提高课堂教学

效益、加强学生物理概念理解的目的，为新课程标准改革及国

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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