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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极为迅猛，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较
大的竞争，所以创新型人才的储备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
响。要想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高精尖创新型人才，教育工作的开
展和变革是重中之重，同时，高中的物理教学对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将创新教育融入到高中的物理课堂上，
第一点就要先激发出学生对学习物理的兴趣，第二点以培育物理
创新思想和物理创新能力为目标，在此基础上让师生的关系得到
升华，对学生学习的全过程进行关注，不断的解决学生平日学习
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让学生从行为深处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1　现阶段高中物理教学课堂现状
自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质的提升，同时也让

教育得到了更多的普及，这从侧面说明国家对人才的培养也越来
越重视。尤其是在现阶段高中的课程教学课堂中，物理是学生必
须要学习的必修课，在学习物理和做物理习题的过程中，学生理
性思考的能力会得到充足的锻炼，并且物理这门学科有一个最大
的特点，就是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在物理课学习的全过程中，有
大量的物理实验和物理知识点需要学生通过亲自动手来佐证。除
此之外，日常生活中很多无法解决和想明白的问题和现象都可以
借助物理知识来得以验证，这样可以让学生的世界观得到良好的
提升。高中物理的教学要以课本为基础，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差
异和个体差异来进行课程的创新和改革。物理的授课和教学改革
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但就目前而言，在高中课堂中物理的教学还
存在着以下问题。

1.1沿用以往的教学模式、课堂授课过于陈旧
就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教师还是没有顺应时代的教学要求进

行教学的变化与创新，忽略了学生学习中认知能力的培养，最终
造成物理教学的方式跟不上时代，这对学生后续的学习有着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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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影响。从各种角度来说，教师都要将物理工作的推进和开展
放在第一位，让教学体系更加的完整，并不断的完善物理教学的
方法，让学生的物理素养得到质的提升，这样才能提高物理教学
的课堂效率。

1.2教学模式没有得到创新、依旧采用“灌输知识”教学法
无法避免现阶段依旧采用的是“你听我说”的教学方式，在

学生的脑海中不断的“输入”知识点，教师将概念书写在黑板上
让学生背诵，忽略了理解的意义。在高中物理课堂的教学中知识
点和概念的灌输占据了课堂的百分之八十，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
了学生思维能力和想象思维的开发，教师只重点关注学生答题的
正确率，从而忽视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创造力和创造思维，这就造
成学生即便学习了物理知识，也很难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这样
就没有实现教育的真正意义。现如今信息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学
生获取信息和学习资源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学生对传统的“灌
输”教学也有了抵触心理，即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下，学生会更加
偏爱自由、活泼、开放和高频互动的教育方法。

1.3没有积极开发教学资源、忽略了教学资源的相互利用
在新的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对高中物理的教学又提出了进一

步的要求，即在课堂授课的过程中要以真实的生活案例为基础，
学生学习的物理要用到生活中，这样才能让教学全民的走向社会、
贴近生活，所以教师必须要对以往“一堂课、一本书”的教学方
法进行改革。在现实的教学学习中，要学会利用现代科技将资源
进行整合，并充分的利用，这样才能实现教学效果的优质提升。但
是在实际的教学操作中，教师其实没有把教学资源与课本教材有
机的结合在一起，部分教师还会利用辅助教学资源，并将其作为
教学的重要内容，抛弃了原本的书本教材，这类剖腹藏珠的教学
方式会严重影响物理课程的进度，同时对学生的学习和能力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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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有着负面的影响[1]。
1.4盲目依赖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与技术
新的课程改革中提出了一个最终要的内容，就是要贴近科技

的发展让教育实现现代化。比如在教学中要多运用多媒体技术和
计算机技术等等，这样可以在引起学生好奇心的基础下增加学生
的积极性。但是部分教师以现代便捷的教学技术为基础，认为只
要在教学中运用了多媒体和计算机就是实现了物理教学内容的现代
化，所以在没有充分了解课程种类和内容的情况下盲目的进行多
媒体教学，这样在一定角度上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物理的效率。

2　高中物理教学中实施创新教育的意义
知识的创造就是创新，同时知识的应用和转换也离不开创

新。实现创新教育的意义同样也是创造教育，即培养出拥有创
造能力的学生。创造中思维思考方式、想象力的丰富程度、作
为认识的正确程度、完整人格的建设和创新思想的兴趣是创新教
育最重要的内容。任何时候，创造的最关键因素就在于思维，
通过思维的激发和不断的想象来让创新的欲望逐步放大，自我意
识的加强可以让创新的过程更加自信，优秀的创造潜能离不开健
全的人格，在创造的过程中，兴趣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
创新教育的开展对高中物理的教学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2.1提升综合素质的整体核心就要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素质教育在新阶段位置已经全面的普及，各大学校就必须贴

合提升创新教育来进行课程的革新，并对学生自身的个人素质、
学习的文化素质、生活中的心理素质、个人技能素质、健全的
身体素质和高尚的品德素质开展全面的教育。如果脱离了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培养高精尖人才将会成为空谈。如果学生缺乏
了创新思维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在步入社会后会难以适应快节奏
的社会竞争，从而失去自身的优势和竞争力，同时也就不会有
很好的作为。衡量教育最终结果的好坏标准就是人才的培养是否
具有创新力。所以，创新性人才的引导，开展全方位的创新教
育，在物理课的教学中融入创新思维，是当今时代教育领域的
必经之路，也是 21 世纪教育的重中之重。

2.2信息科技的经济时代不可缺少创新教育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人们的创新可以得到

各方面的支持。同时知识经济下社会的竞争十分激烈，以往的
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将其代替和比较，产品的产出如果没有创新
思维很难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新颖的核心技术和思维是现阶段企
业生存的重点和根本，但新颖和核心的技术都属于创新性的领先
技术。技术已经落后，如果单靠保密的信息是很难将其维持长
久的，同时也违背了当下知识经济的信息传递法则和基本要求。
只有对技术进行不断的革新才可以维持企业的生存和生命力。放
眼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管社会的发展处于何种阶段，想要
继续稳步的向前，就必须要把自己国家的创造力提升上来。站
在民族振兴的角度上来说，不能一直沿着别人走过的脚印前行，
要不断的发掘出自己民族的核心潜能，并且尽自己的所能去加以
创造。不管在何种领域经济社会、军事力量、文化文学、艺
术欣赏还是信息科技上，决定竞争成败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创
新。以发达国家举例，其已经把创新力的发掘和开发作为了国
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这是国际竞争中最关键的一环战略。
创新教育和创新依然是我们目前最重最紧迫的话题[2]。

3　谈高中物理教学中如何实施创新教育
3.1 以学生的兴趣为目标、不断开发其思维
兴趣对学生的发展和学习都有着最直接的作用，对一件事物

只要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就会不断的进行研究和学习。对于高中物
理来说，基础知识和公式的讲解属实会有些困难和枯燥，但是
物理又和现实的生活紧密相连，所以站在教师的角度来说，教
学前的课堂导入工作对学生来讲十分的重要，这样可以让学生对
物理产生“好奇感”，从而使内心不再排斥物理的学习。教师

在教学物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不断设问的方式，为学生打造
一个空间和思维的想象情景。比如，学生在学习高中物理“影
响摩擦力的因素”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在开课前几分钟做好
课堂导入工作，可以是，同学们，大家冬天都滑过冰，在冰
面上走路和在水泥里走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冰面上的摩擦力会
比水泥地力小，因为冰比较滑，反而水泥地比较粗糙。还有平
时同学们早上上学，有些学生会选择骑自行车，那我们在刹车
的时候，如果车闸按的用力，刹车就会快，反而刹车就会逐渐
的变小，车就听的慢。通过两个问题的导入，可以向学生提出
接下来的问题，可以是，接触物的粗糙程度会影响摩擦力的大
小吗？物体接触面积大或接触面积小对摩擦力有影响吗？物体身
上的压力会影响摩擦力吗？等等，最后让学生基于以上几个问题
进行不断的实验和设计。这样学生在带着问题的过程中会对物理
产生不错的兴趣，并且开动大脑思考，也能让动手能力逐步的
加强。

3.2在教学课堂中不断引导学生的思维能力
不断的设计题目和练习开放习题可以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应变

能力和创新思维，对于现代的教育来说，任何一个教学题目和
教学内容最终都能够用唯一的一个问题表现出来，周围环境和情
境的变化是学习最终的起源，所以教师在高中物理的教学中要先
学会通过当下情境来创设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疑
问，让学生同样产生疑惑，从而并发出学习知识的兴趣。比如
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先计算这样一道物理题目，在一次自
行车的比赛中，一个人从A地以直线的方式6m/s 的行使速度骑
车，骑了2分钟过后到达B地，之后休息了5分钟后开始继续骑
车，这次返回的速度是5m/s，请同学们依据此题目在纸上画出
这个人的行驶位移时间和路程的图像，之后大部分的学生完成问
题，教师再在黑板上详细的画出，并讲解出画的原理和理由。
在此过程中，部分同学会认同答案的结果，但是另一部分同学
可能会对答案的结果产生疑问，这个时候，就让同学们各自发
言，感受课堂中学生对物理有着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思维火花。
教师通过设置不一样的开放性题目，可以让学生对物理的了解更
加深刻，创新的思维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被培养了出来。教师
还可以设问此类问题，比如，大家是不是都对宇宙飞船感兴
趣，那么，如果你在宇宙飞船里面，可以运用天平来测量其他
物体的质量吗？有的同学会说可以，有的同学则会说不可以，
说不可以的同学会给出由于飞船里是失重的情景，所以不可以测
量。之后教师可以继续追问，同学有没有更好的测量方法呢？
接下来针对此问题会有更激烈的讨论。通过不断的设置疑问题目
和开放性问题可以让学生的大脑始终处于思考的状态，并养成遇
到问题就会不断的探索和探究的物理学习精神[3]。

4　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的物理教学对学生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在

高考中物理学科的分数比值还是比较大的。在物理的学习中学生
的思维能力也会得到充足的锻炼，同时物理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紧密相连，所以创新教育对学生来说只重中之重，教师要在物
理教学的过程中加紧改革，让课堂的教学体系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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