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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物理师范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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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程改革在物理学科的体现就是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最终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下，当前的高等师范

学院对于物理师范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新课标改革的目标存在不适应的问题。目前，高等师范院校应重视物理师范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以

此适应新课标改革要求。高等师范院校应该建设鼓励学生创新的环境，优化物理师范生的课程内容，构建连贯性的知识结构，注重数字素

质培养，强化实验教学，为物理师范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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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bodi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in physics is to train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finally improv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current normal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does not adapt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physics students and the goal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reform. At present, higher normal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s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so 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reform.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uild an environment to encourage students’ innovation, optimize the course content of physics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build a consistent 

knowledge structure,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digital quality, strengthen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s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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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课程改革对物理师范生创新能力的要求

1.1 教育观念更新——理解物理核心素质的内涵

要完成新物理课程改革对核心素质培养的目标，最重要的是

深入了解物理课程核心素质的涵义。核心素质是基础教育育人目的

的价值关键，是让学生通过对学科的学习逐渐构建一个适应自身终

身发展和满足社会发展的正确价值观、道德品质和专业能力。[1] 物

理课程的核心素质主要是物理观念、物理思维、探究意识和科学态

度这四个方面的养成。物理观念，主要是强调对物理的认知，物体

运动规律、能量传递观念等内容，物理思维是掌握推理能力、论证

能力、模型构建等方面，探究意识是强调对问题的发现、问题的论

据、问题的解释等要素，科学态度则是物理学科本质，如何正确认

识科学等内容。[2] 物理师范生要认真分析和了解物理学科核心素质

的内涵，明确物理学科核心素质应当培养的价值观、道德要求、专

业技能的内容。

1.2 知识能力多元化——跨学科知识的融合

新课标改革下，物理教学要求教师创设情境教学，引导学生

积极探索知识，情境创设的启发式教学既要求物理师范生具备完备

的专业学科知识保障教学内容的教授，又需要物理师范生具有多元

的知识体系提升创新教学模式的实效。作为物理课程的教授者，应

当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能够为学生全面的答疑解惑，让其认识到

物理学科的魅力。同时，教育者还应当掌握和熟练运用现代化的数

字技术。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海量的信息内容以及丰

富的数字教育资源能够帮助物理师范生实现对学生核心素质培养的

目标。物理师范生运用数字技术和多媒体平台，可以获得丰富的教

学素材以及了解先进的教学方式，在物理课堂上利用多媒体进行教

学活动，能够使教学内容完善生动，以数字空间突破对实际教学活

动的限制。此外，物理师范生还要对学生心理具有一定的了解，针

对学生的心理需求设计符合学生教育的方式。在新课标对物理课程

的改革要求下，物理教师应当具备多学科的知识，丰富课堂内容、

拓展教学思路，紧密与生活实际关联，打造多元有趣的课堂。物理

师范生需具备一定的创新思维与能力才可满足新课标改革的需求。

2、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物理师范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

2.1 营造鼓励创新的教学环境

课堂氛围和环境应该让学生感到自由和安全，这样的教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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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应该在物理师范生的课堂中得到允许和发展。传统的物理教

学可以说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传统的课堂让学生体验到更多的紧张

和束缚，从而抑制了创新兴趣和创新意识，不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

要营造自由、安全的课堂教学氛围，教师要有效地赋予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即如 Bloom 所说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积极的探索者，

教师的作用是形成一种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究的情境，让学生自己思

考问题，参与知识获取过程，而不是给学生提供现成的知识，搭建

一个小图书馆”。因此，我们应该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主导一切、

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营造和谐的课堂教学环境。总之，在高校物

理师范生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营造民主、

平等、互动的和谐师生氛围，为学生提供最大的思考、探索、发现

和创新空间，使教学活动真正建立在学生自主活动和积极探索的基

础上。[4] 鼓励学生对课堂内容或教材叙述提出异议，并与学生平等

讨论。他们不仅理解学生的错误，而且勇于承认自己的教学错误，

使师生共同以科学、积极的态度对待物理学习，这也体现了教师和

学生在学术问题上的平等地位。

2.2 优化物理师范生学科重点

新课程改革下，物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课程编排要将重点从

学科知识点到核心素质的方向改变，教育观念应以培育学生的思维

能力为基点，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科知识有目的的针对性调整，以学

科素质培养来实现推动学生综合发展的最终要求。

物理师范生大学学科知识结构主要是以分类物理学为内容，

依据物理学不同知识板块的发展过程阶段性的学习，然而这种方式

过度重视物理学科本位但实质忽视了高中物理的知识结构。大学物

理学科的教育既要教授物理师范生物理学科知识，又要服务于物理

师范生未来的教学工作，所以大学物理学科的知识点比重，需要服

务于当前新课程的课程改革需求，要改变当前高校师范教育偏离教

师专业性要求的情况。在大学物理学科课程内容上，应根据初高中

物理课程应掌握内容的比例来划分知识的重难点以及设置高校师范

教育的教学目标。针对与初高中物理学科知识关联性较远以及教学

难度较大的知识，高校可以以科普启发的形式进行教学，基于物理

师范生兴趣教育，即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可以进一步拓展对此类

知识的学习，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对于初

高中课程知识衔接紧密的知识点，物理师范生的课程内容应着重涉

猎、深度展开，让物理师范生从理论学习、物理实践、实际应用等

多个层面理解，帮助物理师范生能够加深对该知识的认知。

2.3 培养物理师范生连贯的知识体系

当前，师范大学物理学科的学习，是以微积分作为学习工具，

借数学推理掌握物理理论，对力学、光学、电动学、热学等知识进

行学习。但对于物理师范生，大学物理的学科内容与高中物理知识

相差甚远，知识内容体系难度明显提升。大学物理课程知识的掌握，

对于未来物理教师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专业技能，但对于物理师范

生来说，物理师范生的认知仍处于高中物理知识体系到大学物理知

识体系搭建的摸索阶段，高中物理知识到大学物理的跳跃，对物理

师范生大学物理的学习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

此，对于物理师范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注重物理师范生完备的物

理知识框架的搭建，使之能够认知物理知识的本质，熟知物理学科

从教的知识体系，以具有教学能力。

此外，物理师范生的困境是难以以大学所学知识来解决教学

实际中存在的问题，也难以用创新的思维去认知大学物理知识并将

其贯通服务于初高中教学当中。因此，培养物理师范生的创新能力，

应当重视培养物理师范生学科知识的连贯性，既要保证物理师范生

在自身高校受教育阶段，能够实现从高中物理到大学物理的有限衔

接，学科框架由浅至深、学科难度由易到难，逐步加深学科知识的

学习。

2.4 重视物理师范生的物理实验教学

新课程改革中要求改变物理学科应试教育的取向和解决死记

硬背的困境，强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视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了

解知识、学习理论、掌握技能、开拓思维。因此，物理实验教学形

式是尤为重要的，让学生能够通过生动的物理实验，直观清晰地了

解物理现象，激发物理科学的兴趣和自主探究探索的积极性。因此，

高等师范学院对物理师范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要重视对其物理实验的

教学，优化物理实验教学的内容，重点培养师范生的实验教学能力，

增加“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研究与实践”等课程，让物理师范生能够

掌握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知识，在其基础上创新教学手段，提升自

己的创新能力。此外，高等师范学院应当改进自己的实验教学方式，

重点培养师范生的探究能力和研究能力，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实验、

提供实验支持，指导实验改进，提高物理师范生物理实验的积极性，
[5] 鼓励其进行研究性学习，培养物理师范生创新性思维，从实验中

加深对知识的掌握，提高对物理教学的兴趣，提高其主动创新的热

情。

3、结语

新课程改革下，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具有

探索研究的思维能力。物理师范生创新能力影响新课程改革的实现，

其自身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有助于学生思维的开发。因此高等

师范院校物理师范生培养应立足于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从学风建设、

课程内容设置、知识框架构建、实验教学改革以及数字素质教育培

养等多个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由此提升物理师范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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