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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与其重要性同时具有的就是课
程内容的复杂性。传统的物理教学中，老师的“填鸭式”教学方
式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不能让学生从被灌
输知识转化成自我主动渴求知识。所以在物理教学中能够激发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是教学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课题。因此在新的教学
理念中，探究式教学应运而生。我国的探究式教学仍然处于发展
阶段，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积极主
动思考能力、培养学生在做中学的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是我们一线教师在教学过程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下面将通过几
个方面的探讨来说明探究式教学。

1　探究式教学基本理念
探究式教学的理论依据是杜威等教育学家提出的发现式教学

和有意义学习理论的相关教育理论。在实践中就是通过教师创建
教学情境，以教材理论知识为基础，通过多种表现形式达到让学
生自主参与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探究式教学对于教师而言需要将课堂更多的交给学生，在积
极正向的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主动掌握知识。

2　探究式教学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在新思想的指导下，高考也越来越注重实际情景的应用。

例如2020年山东物理等级考试题中创设的拔罐。不同的课题探究
式教学的重点略有不同，一般说来在教学中应从创设适合的教学
情境、增加学生动手能力，利用多媒体等现在教学工具提高探究
效率和注重生活经验与理论知识相联系等方面来着手实施探究式
教学。

2.1 创设适合的教学情境
在探究式教学中，发挥学生的教学主体是关键，但是教师

对于情境的创设是挖掘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前提条件。在教学过程
中只有教师进行积极的干预引导、学生才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教师应拓展学生的发散思维，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自己建立
新的模型，例如板块模型中（图1）求解临界拉力的过程中可以将
拉力加在下面的木板上，也可以加在上边的物块上，可以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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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光滑，也可以让地面有摩擦，板块之间摩擦因数可以大于板
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因数，也可以板块之间摩擦因数小于板与地面
之间的摩擦因数，通过同一情境不同的物理量的变化拓展学生主
动思考的能力。

另外，情境的创设应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能够在脑海
中出现“画面”。在问题的设置中，让学生自然而然的产生各种思
考和猜想。继而引发学生学习探究的欲望和冲动。

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学生问一个问题：老师，您觉得
我们学习物理有什么用呢？好多学生认为高中阶段的知识在生活
中没有用处，在这种“学这个有什么用”的质疑下，学习效率会
很低下。而情境认知的优势非常明显，克服了传统教学的在信息
的传递过程中只关注知识的思考，忽视在实际情景中知识的灵活
使用的现状。情景创设的好，可以将学生自己的知识构建建立在
实际情景当中，从而体会知识的实际价值。物理学可以借助于各
种实际情形表述，比如学生可以看得见的过山车中可以很好的体
现圆周运动的规律，在蹦极运动中可以体验简谐运动和超重失重
的美妙，在打台球和玩碰碰车的过程中可以体验碰撞过程中的动
量守恒以及弹性碰撞，在荡秋千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单摆的等时性
和周期性。在玩耍的过程中可以学会分析，让学生觉得在物理课
上学到的知识是生活中可以用到的，有学以致用的感觉，从而从
内在想法上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2.2 注重物理教学中实验的重要性，增加学生动手能力
物理虽然学科内容比较难，但是很多课题的实践性特别强。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将实验（包含演示实验和学生操作实验）
和教学内容相结合可以增加学生对知识的直观认识。由于贴近生
活可以看得见，可以免去学生在脑海中创设情境的苦恼，从而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实验可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
能力，引发学生兴趣。
在实验过程中可以将问
题的创设、实验设计、
自主实验探究和实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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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理论证实等纳入实验训练的范畴，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通过同一实验不同解决方法增加学生思维的活跃度。例如在

探究动量守恒定律的过程中，动量守恒应从最简单的情景开始：
一动一静发展至两个物体均移动。实验器材可以使用课本实例中
的斜槽小球碰撞，到两单摆小球的碰撞，也可以使用气垫导轨
上两滑块碰撞。在数据记录上可以由光电门直接测量通过光电门
的速度，也可以转化成碰撞后水平距离的测量或者单摆摆角和摆
长的测量。通过不同的实验器材、场景和不同物理量的测量来
共同验证同一理论，加深学生对动量守恒的理解。

通过转化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物理理论转化成直观的物理实
验。例如在电路的串并联实验中，电子也是实物粒子，而实物
粒子不能凭空产生或者消失，可以将电流的串并联转化成水流的
串并联。学生有了直观感受之后通过电学仪器测量串并联的电流
电压关系来验证，最后通过讲授法进行归纳总结，既可以让学
生增加直观感受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又可以让学生的知识体系系
统化。

2.3 利用多媒体等现在教学工具提高探究效率
在现代电子设备高速发展很多之前不能即时探究的课题也可

以进行探究或者让整个实验直观的呈现在所有学生面前。例如在
《全反射》一节中，为了模拟光导纤维的工作原理，用激光束
照射弯曲玻璃棒，由于缺少玻璃棒，不能让所有学生进行分组
实验。但是通过多媒体实物投影，可以将玻璃棒的全反射的实
验通过大屏幕直观的展现给所有的学生。

现代电子设备可以突破学校资源的限制，实现资源共享。
由于经费限制，很多实验在学校的器材库中找不到，但是通过
资源共享，可以直观的将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资源展现在学
生眼前。

现代电子设备可以实现以往不能实现的实验。例如在《运
动的合成与分解》一节中，由于移动中物体位置不停的变化，通
过传统手段很难将不同时刻的物体位置进行记录。通过手机相机
拍摄频闪照片可以将不同时刻的物体位置记录在同一张照片上，
从而直观的展现给学生一个连续的运动照片。

2.4 提出连续性的、递进式的问题
在课堂情境的创设中，需要配合提出相应的问题。如果问

题创设的好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又可以让整节课的逻辑性增
强。为学生的探究式学习指明方向，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有学习的依据和思考的方向并明确整节课的学习目标。提出的问
题由简到繁、由易到难，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例如在学习洛伦兹力过程中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①什么是洛伦兹力？②洛伦兹力的方向怎么判断？③在速度与受
力垂直的时候物理的速度会如何变化？④速率不变时洛伦兹力如
何变化？⑤在大小不变、方向始终与速度垂直的洛伦兹力作用下
电荷做何种运动？⑥洛伦兹力作用下圆周运动的半径是多少？⑦
圆周运动的周期如何求解？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在课堂的
探究中有依据、有顺序，依次推进课堂进度。在学习过程中也
可以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判断依据，从而提高学生探究式
学习的效果。

3　对物理教学中探究式教学的思考
探究式教学能够改变传统课堂教与受的关系，将整个课堂交

还给学生，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探究式教学可以改变学生
被动接受的现状，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
快乐之美。探究式教学亦可以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总结能力
和表达能力，激发出学生的主观能动力。可以激发出学生的学
习热情和学习信心，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沟通交流意识，也
可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在探究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沟通
能力和表达能力。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学生思维受制于小学和初中的教育发散
性思维通常受到一定的限制，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比较局限，主
动思考并提出问题的能力不高，有想法的学生也可能会因为语言
表达能力的限制不能准确表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随着中小
学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学生的各项能力在逐步提升。

3.1 完善教学目标，使教学目标具体化
三维教学目标的改进应该在国家规划、学校、教师、学生

和家长共同的努力下进行，教学目标需要从专家角度和教师角度
两个角度同时提出目标，让两种目标进行交互、碰撞并且产生
火花直至产生共鸣。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寻找教学目标的
适合点。这些教学目标需要经过一线教师的实践和反馈，最终
使教学目标具有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教学目标需要在一定范围
内进行试行，检测其信度与效度，检测符合预期时方能在大范
围内进行推广和普及。

3.2加强教师培训
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不一致的问

题。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出现对学生指导过度的问题，导致教学
过程中不能切实的把教学目标推行的教学课堂中。这就需要加强
对老师的培训，现行的教师培训制度严重滞后，使得教师无法
在现行培训制度下有所收获，也无法有效开展探究式教学。教
师培训制度个改革需要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改进。首先要提高认
识，提高培训的时效性，引进国内外的先进理念。其次要增强
培训内容的可实践性和有用性，在教师培训过程中一味的用教育
的语气使得教师不愿意听，可以增强培训的趣味性和现场操作。
最后需要增加教师培训的监督评价功能，检验学校培训的教育效
果。相信通过以上的改进，学校的教师培训可以发挥应用的效
果，通过教师的培训可以使教师的教学理念有很大的提高，可
以增强高中物理探究式教学的有效性。

3.3改革考试内容
在高考当中适当增加对于过程和方法的考察比重，例如可以

增加学生探究能力，通过新情境的设置，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
展示学生的执行操作能力，真正达到考查学生素养和能力的目
的。也可以在高考中曾华对于情感态度的考察，检验学生的情
感体验是否有提升，对大自然干的兴趣是否有提升，让学生在
学习的同时能够增加书本知识的应用场景。

山东进行新高考改革的这两年中，物理考试中增加了大量的
生活情境，例如2020 年山东省物理等级考第十五题中的火罐和
抽气拔罐模型的设置，第十六题冬奥会滑雪U池题目的设置等等
都增加物理题目与生活的联系程度。

3.4 改进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最终落实在教学方法的改进上，传统的

讲授法有其特定的优势，完全可以在讲授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教学
形式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授的基础上增加探究实践活动
能够让学生学会自主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学会慢慢放手，
做到发挥学生的能力到最大的程度。

虽然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条件，我国现阶段的探究式教学仍然
有一定的不足，但是在教师、学生逐步接受探究式教学的过程
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会进一步提高。探究式教学的理念必定会
对物理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更好的促进学生的能力提升。

参考文献:
[1]杨总德.探究式教学在高中物理教学中之应用[J]. 2013,

读与写,16(30) :112.
[2]邱俊英.探究式教学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校

外教育,2009,12(8) :104.
[3]李森,于泽元.对探究式教学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J].教育

研究,2002(2) :83-88、85.


	教育教学 22年8期电子清样（印刷版）000_141.pdf
	教育教学 22年8期电子清样（印刷版）000_14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