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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的教学中，老师们也在新课改的号召下，完成了从
领导者过渡到引导者身份的转变，开始更注重学生的学习能力的
培养。物理作为一门比较抽象的学科，我们在日常讲习过程
中，需要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物
理知识，从而全面激发出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实现学生自主
学习的教育目标。

1　现阶段高中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物理老师的讲习方式十分枯燥、乏味
就当下的教育形式来说，大部分的物理老师在日常教学中，

往往过于形式化，缺乏创新的思想，通常都是照搬课本中的理
论知识传授最基本的知识，课堂氛围枯燥，学生注意力无法集
中，并且在日常教学中缺乏创新精神，工作方式简单固化，忽
视学生物理天赋，不提升自身教学水平，对教育改革不积极践
行，危机意识不强，最终致使学生们出现不积极的学习心理。

1.2物理概念抽象
同时物理也是与生活相结合的产物，它对学生们逻辑思维能

力要求较高，尤其是一些物理公式过于抽象，学生无法理解和
掌握。而且物理的串联性很强，学生一小部分的知识点的困
惑，会影响整个相关知识点的学习，在很大程度地增加了老师的
教学难度。

1.3部分物理老师过于注重教学进度
由于老师有明确的教学进度管制，这就使得部分老师存在盲

目地赶教学进度的现象出现，侧重于关注学生们知识量的增加，
而对他们的学习能力视而不见。这样的教学模式极其容易让学生
们在学习中造成死记硬背的状态，一方面增加了学生们对学习的
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更不利于他们全身心的发展。

1.4学生缺乏物理学习兴趣
由于物理科目的抽象性，高中阶段的物理难度逐渐增加，致

使许多学生都知难而退，同时也因为这个阶段的学生自主学习意
识较差，大多数学生对物理缺少学习热情，这个阶段学习科目繁
多，学习重心几乎都放在语数英这三门重点科目上，因此对物理
学科的学生投入时间少，致使物理老师科目讲习效果差。

1.5高中学生面临高考，学生学习压力大
很多学生在面临高考都会紧张，这种紧张很容易演变成消极

的学习心态，从而对学习失去信心。认为物理科目课堂占时少，因
此缺乏自主学习物理课程的意识。同时，学生们学习基础不一样，
学科偏好不同，导致物理教学成果差。

2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学的策略建议
2.1老师在日常讲习过程中采用问题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的优势是可以让学生通过回答问题加深对物理知

识的理解和探究。比如，在学习《静电场中的能量》这篇节时，老
师可以在讲解完电势差的相关内容时，让学生思考，电势差与电
场强度的具体关系和区别。这样不但能够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而
且还能够达到让学生提前学习下节课内容的作用。

2.2利用物理实验突破教学重难点
在物理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仅凭老师口头讲解一些抽象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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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点时，学生们往往不易理解。基于此情况，课堂中增添
实验辅助教学就能大大提高他们的理解力。例如，老师带领学
生在学了《光》的相关知识后，有的同学可能对光的反射和折
射概念相对模糊。老师就可以在课堂上利用实验器材给他们演
示。这些形象具体的实验不单能集中他们的注意力，还能让他
们加深对本节知识点的理解记忆。

2.3增加学生物理习题练习
对学生进行习题教学是反馈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在教学

中的地位不可小觑。物理虽然相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点相对连贯，
但每个分散的知识点相互串联才能让学生们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
体系。所以老师在习题检测时可以将上节课的内容与本节课相互
结合检测，这样不但能够提升课堂讲授的实效性，集中学生的注
意力，还能促进学生对知识点的吸收，同时有助于活跃他们的思
维力，从而完善对他们核心素养的培养。通过每次课后的习题测
试对学生大概的学习情况也有所了解，然后让成绩差一点的同学
对上堂课内容进行复习总结，或者有针对性的给他们布置习题。
并让出错的同学整理错题，归纳总结，以便后续学习中能够加深
记忆。

2.4老师为学生营造生活化的学习氛围
对于学生来说，物理课本知识相对零散，而且涉及的领域也

颇多。所以在物理的讲习中，老师要利用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
对探究点进行讲解，以此来吸引学生的学习热情。现代课本中增
添了很大一部分的生活化的教材，还将物理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
合，在潜移默化中，学生能够结合生活实践主动学习。新课改中
规定，高中物理老师在日常授课讲习中，要革故鼎新，侧重于生
活化资源和知识相结合，丰富学生的课堂氛围，最终使学习和生
活组合为和谐的整体。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中物理老师需要紧跟时代的进步，创新自身

讲习习惯，在物理日常讲习中贯彻落实全面教学法，并不单单是
给学生们提出问题，而是要激发出学生对问题的探究欲，让他们
在问题提出到解答的过程中加深对课程的理解，这样才可以高效
拓宽学生的思维宽度，保持高中物理课堂的学习效率，同时提高
老师的课堂讲习成果。高中物理老师应该合理运用教学资源，深
化学生对重点难点的掌握记忆，并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全方面
提高学生们的物理钻研能力，激发出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为即将
到来的高考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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