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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往常的高中物理课程教学过程来看，由于引导手段的不
足，致使学生总是欠缺足够的探究意识，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实
践精神，不利于形成核心素养能力，若要改善现状，需要在教
育理念、方式上发生转变，能够构建开放式的课堂环境，让每
位学生都能在探讨中深入学习，这会为培养核心素养提供有利条
件，同时有助于教学课本中的物理知识，增强教学效率。

1　高中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缺乏引导手段
在高中物理课程中，部分教师偏向讲解课本知识，缺少引

导手段，致使学生的思维能力无法拓展，对内容不能深入剖
析，这会不利于培养科学思维，并且总是听从教师的指挥，不
利于培养探究能力。

1.2不重视实验教学
在以往的教学条件下，由于许多物理实验的实施步骤较为繁

琐，有些教师为了节省时间，讲述更多的理论内容，会轻视实
验部分的教学，用于分析理论，这会不利于培养科学态度，并
且过于重视理论，会使学生形成刻板的学习思维，不利于提升学
习能力。

2　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策略
2.1充分运用探究式教学模式
基于物理课程标准，科学探究是每名高中生应当具备的核心

素养，教师可以采用探究式的教学模式，为学生留有充足的探究
时间，同时整合教材中的内容，既可以引导深入探究，又可以培
养自学意识，这就能够达到核心素养的要求，同时提高教学效果。

例如，在教授《生活中的圆周运动》课程时，可以通过分析
火车转弯的方式，引领探究向心力，先建立小组，复习关于向心
力的基础知识，同时在电子屏幕上演示火车转弯的视频，提问说：

“火车在做什么运动？”，简单回答过后，引出问题“为什么火车
轨道是内低外高？”，促使学生产生质疑，然后在屏幕中演示火车
车轮的结构图片，要求每组结合图片和教材，讨论车轮结构对火
车受力的影响，找出受到的合力的组成部分，并且画出相应的受
力图，随后会进行询问，再由教师亲自讲解。

在教授《超重和失重》课程时，可以利用多媒体动图进行指
引，先演示人在体重计上站立或下蹲时的动图，会看到体重计分
别显示不同的数值，据此可以提问说：“为什么都是同一人称重，
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引出重力的概念，随后建立小组，翻
开课本，令各组探讨测试重力的方法、超重和失重的定义，然后
会在课件中出示电梯上下移动的动图，提出某道例题，如“假设
小A的体重有120斤，在乘坐电梯时，若按照每秒0.25米的速度
上升，此时电梯会受到多少压力？”，要求各组自行画图，探讨该
道题的求解过程，进而使其了解超重和失重的物理应用情况。

2.2重视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培养物理核心素养的关键，既能保证学生在实验

中学习，又能保证探究物理知识，这就能够符合核心素养的教学
要求。因此，需要物理教师总是实验教学，在讲解教材时多用实
验引导学生，同时可以利用多媒体的作用，加入虚拟化的仿真实
验，既可以避免过多繁琐的实验操作，又可以便于控制实验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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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物理课程标准的要求下，需要围绕课标理念展开核心素养的培育工作。因此，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既要充分运行探
究式教学模式，促进更多的学生投入物理探究中，逐渐增强科学探究能力，又要利用差异化方法，从学生个体出发，增强积极性，这
会有利于培养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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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会有利于讲解物理实验的过程，促进学生探究实验，从而
能够有效地培养核心素养。

例如，在教授《力的合成和分解》课程时，本节课的主
要目标需要利用平行四边形定则讲解合力的构成，依据该要求，可
以引入仿真实验，图中包含力的合成分解演示器、弹簧测力计、以
及若干50g的钩码等器材，需要利用这些器材，逐步地展示合力实
验，同时可以提问学生，如第一步需要调节两个滑轮的位置及加挂
钩码的数量，促使在演示器中产生两个力的方向，此时可以提问
说：“两侧需要挂多少个钩码？会发生什么现象？”，会看到演示器
前的黄线发生偏移，让学生探讨产生该现象的原因；第二步需要调
节分度坐标盘上的弹簧测力计的位置、角度，让汇力环的圆心能够
与分度坐标盘同心，此时可以提问说：“为什么要将汇力环的圆心
与分度坐标盘圆心重合？”，令学生探讨原因；第三步需要将桌面
上放置的弹簧测力计拖到蓝色虚线处，与汇力环挂钩，在拉动测力
计后，会看到屏幕中出现褐色的平行四边形，如图1所示，此时可
以提问说：“此时会产生什么力？具体有多大？分别以什么角度产
生？”，令学生进行探讨。可见，通过物理实验，既能够培养较强
的探究意识，又能够促使其自学，对本小节的内容加深了解。

2.3采用差异化方法
在新课改的前提下，所有教师都应重视学生的个体发展情况，

并且在物理课程标准中，要求重视过程评价，满足学生终身发展
需求，那么可以采用差异化方法，根据每名学生学习的差异，一
方面实行不同的教学方法，在过程中给予不同的学习任务，既可
以符合实际学习情况，又可以促进探究学习，另一方面给予不同
角度的评价，在过程中不断给予鼓励，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这会
有助于培养核心素养。

例如，在教授《电势能和电势》课程中，针对不同能力的学
生，可以分别提出不同的学习任务，如对相对能力较弱的小组，令
其探讨电场力做功的特点及电势能的含义、特性，对相对能力较
强的小组，令其探讨电势能与电场力做功的关系，并且举例分析，
这会让每个小组都处于问题探究中，学习本部分教材的内容，在
随后的评价中，可以对能力较弱的小组给予更多的褒奖，对能力
较强的小组给予更多的建设性意见，提出纠正建议，这对各组的
学生均有促进意义。并且，在讨论的过程中，需要教师走下讲台，
随意走动聆听讨论过程，一边可以点拨学生，另一边可以了解各
组的实际情况，有助于促进探究。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过程中，一方面需

要充分运用理实相结合的方法，要让学生充分接触物理实验，在
探究中得真知，另一方面需要减少不必要的干扰，给予学生充足
的自主权，使其能够不被约束，自由探讨，这会有利于增强科学
探究意识，从而可以培养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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