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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理科目也是和我们的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学好物理不

仅是为了满足课程考试的要求，更是为了国家发展和新时代建设
国家对人才的要求。初中物理的学习是让学生可以真正开始把握
人与自然的发展规律，对抽象的知识有自己具体化和概念化的认
知。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要求下，物理课堂的教学极大的促进了
教师教育教学结构的完善，学生可以更容易的对物理知识和技能
进行初步的掌握，也为以后较为高难度的物理知识的学习做铺垫。

1　现阶段初中物理课堂学生认知障碍的问题和科学精神贯
穿课堂的必要性

（1 ）首先，在现阶段学校的物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在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教师的教学和
学生的学习受到先前教育知识的阻碍，以及情感态度方面的心里
阻碍，所以导致了对物理知识的认知障碍，很容易陷入自己的矛
盾之中，学生缺乏直接的实践经验和自己动手操作的能力。其次，
就是现阶段教学教材不完整和教学过程的单调化，以及学生的情
感状态和认知思维能力并不成熟，没有真正的成为学习的主人，
需要教师在教学上进行引导和培养。

（2）科学精神贯穿课堂的必要性：科学精神在初中物理上的
体现，目前还只是浅层次的方面，但是同样是需要具备的。所以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初中物理时，首先就是要概括和了解知识
的概念，领悟其内涵和原理，通过现象摸清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先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一定的思维能力，
这样才能更高效的对物理知识进行学习。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探
索和学习，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有助于学
生深究其本质和科学特征，形成良好的科学习惯[1]。

2　初中物理课堂实践和探索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必要性
2.1 通过科学故事，培养学生的理性认知和探索精神
探索与创新是科学精神的活力。在现在物理的课堂教学中，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是极其重要的，关注课堂效率，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是很有必要性的。教师可以在课前讲述
一些物理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用严谨的态度思
考和探究问题。

例如，以北师大教材版本的物理知识点来进行说明。在教师
要讲解“运动与静止”这一个知识点的时候，可以先来讲述一个
运用这个知识点的小故事“传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法
国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在空中飞行，突然看到一个小东西，于是他
伸手去抓，没想到竟然是一枚子弹。”这个故事就会成功的引起学
生的好奇心，也让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望。老师可
以告诉他们，这种情况就是和本节课的内容有关，那么学生就会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集中注意力。并且课堂的最后教师可以让学
生再进行讨论，找出开课前的故事中的行为的原因。最后也是教
师来整理归纳最后的原因:子弹的速度，相对于飞机的飞行速度

基于科学精神培养的初中物理教学实践与探索

秦胜斌
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初级中学，中国·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44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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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或者是一样的速度，所以这两种物体其实在空中是相对静止
的状态。通过这样的方式，有助于学生探索精神的养成和学习能
力的提升，用偶然的现象认识科学性的物理知识，注重了对学生
科学素养的培养，更为清晰的学习了理论抽象的知识，有利于高
素质高素养的人才培养。

2.2实操物理实验，培养学生的严谨认真的科学实证素养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学习和生活的内在要求，

学习物理知识也同样如此。现在的学校课堂中，更多的是老师的
口头讲授和信息化的知识传输，为了不让学生“放飞自我”，就很
少有让学生自我实践的机会。这种方式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的学
习热情消退，对物理的本质和原理的认识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为了规避这种问题，教师可以带动学生，进行一些实际性的科学
物理实验。

例如，在学习“声环保”这节课程的时候，教师先讲述概念，
然后通过一个小实验来做直观的知识传递。“教师可以拿来提前准
备好的实验教具-泡沫材料，然后使用泡沫材料在窗户上进行摩
擦，让学生观察是否有震动”，再分发材料到学生手里，为了增强
实验效果，可以给塑料泡沫加点水。还可以鼓励学生利用仅有的
材料，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相关的实验操作，最后和学生一起确
认结论：噪声是无规则振动发出了来的。同时了解大家对噪音的
观感，体现中心主题：爱护环境，减少和尽量避免噪音的污染。通
过这样的实验实操形式，不仅是验证了理论结果的普遍性，通过
实验演示清晰直白的物理现象，将科学活动从实验层次提升到了
理论认识层次，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让学生更加直观的认识
和学习到了物理知识，避免了平铺直叙式的课堂模式，极大的促
进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操作的严谨态度[2]。

3　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课程改革的目标要求下，拒绝单一化的传

统教学模式，综合化新型教学方法。在学习物理知识的时候，实
践和理论相结合，教师带动引导学生，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
和文化素养，捕捉理论知识中的人文内涵，通过课前的物理故事，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望，为课堂学习效率增效；不仅仅只
是向学生传递自己的教育观念和理解，而是要多方面广泛涉猎，
打破传统的知识结构框架，从注重结果不重视过程转变为注重结
果的同时也要注重过程。结合实验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实践创新能力，这也是让学生具备核心素养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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