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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

侯晶 赵亚儒通讯作者 马海燕 丁海涛 张佳宁

宝鸡文理学院物理与光电技术学院

摘 要： 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是 2011版《标准》中课程内容规定的初中物理课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之一。课堂教学

是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教师应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跟随课程改革理念时刻转变自己的教学模式，不断寻

找新的教学资源，利用创设情境、设计实验探究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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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是人们了解与探索自然现象、解释物理现象

从而获得客观规律的主要方法，也是学生学习、理解和综合

应用科学知识的主要方式之一，它强调学生在进行探究时的

过程性体验。[1]对于中学物理这门学科而言，其具有很强的

实践性和操作性，想要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应用物理知

识，形成系统的物理知识逻辑，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是

其必要选择。

一、研究背景

课程标准中着重强调学生探究的重要性，义务教育阶

段中物理课程的学习不仅要传授学生科学理论知识还应培

养学生对物理的学习兴趣、探究能力、创新意识以及科学精

神等方面。传统教育已不适应如今倡导的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要求，培养科学探究能力的提出给传统应试教育带

来了冲击。如何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成为了教师教学新

的探索目标。

二、培养科学探究能力内涵解释及其培养的重要意义

1.内涵解释

能力是人们在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综合

素质。每个人在完成活动目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有

所差别，能力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和是否能顺利完成任务的

个性心理特征。科学探究能力就是学生在进行物理知识学习

的过程中，通过自己观察和进行探究实验而获得物理规律的

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 [2]。科学探究能力一般包括八

个方面：问题的提出、设立猜想与假设、制定实验方案或计划、

进行实验与收集数据、检验与评价所得结论、合作交流与反思。

2.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新时代要求未来的人才必须具

有探索精神和探究能力。社会的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人都充

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培养探究型和

创新型人才成为了当前社会聚焦的热点。科学探究能力是进

行科学技术研究的必备能力，也是能够符合信息化、经济全

球化新时代的人才需求必备能力。

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旨在让学生体验与科学研究

者相似的探究过程，能够帮助学生提升科学素养，提高学生

观察、操作、合作、交流等各方面的能力，能让学生树立终

身学习物理、探究物理的意识，并且能让学生的创新精神及

实践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培养。

三、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存在的问题

1.教师素养存在不足

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以及怎样开展，教师素

养是其影响因素之一。目前为止考试仍是检验物理课程实施

的唯一标准，很多教师仍多采用讲授法来讲解课程，重视理

论内容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虽有小部分院

校将学生的实验水平作为学业水平测试之一，但仍有大部分

的院校不注重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而且中学物理教师

的层次也不尽相同，导致部分教师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

意识不足，对于新课改内容要求、教学新理论等学习不够，

基础不足，对于开展研究性学习还不熟悉。

2.受外界条件限制

受地域以及经济状况的限制，很多学校不具备让每个

学生都参加科学实验的条件，以及学生班级人数过多导致科

学探究活动难以开展。学生探究机会少，锻炼其科学探究能

力的机会就少。

四、培养科学探究能力的实施策略

1.改变教师教学观念

自新课改以来，对于学生需具备和学习的能力提出新

的要求，教师必须要接受学习新教学理念。进行物理教学时

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思维进行探究、发现，从物理规律本质出

发，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学习物理知识。在探究学习的过程

中通过发现问题、提出猜想和架设、设计方案、实施探究、

总结结论、交流结果、评估和反思的流程，结合物理实验提

升学生自身科学探究能力。

2.设计多样的教学模式

课堂中教师应该需要引导学生对物理产生兴趣从而进行

自主学习，在此过程中伴随着物理探究实验，既可以体现出学

生的主体地位，又可以使学生掌握物理知识。演示实验是进行

物理教学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抓好学生对于演示实验的兴趣

需求，通过正确示范引导学生根据直观现象归纳总结物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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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探究能力。[3]重视学生自主提问的重要性，进行教学时可

以处处设问、层层推进，尽可能多地引发学生思考。同时教师

要多采用鼓励式教学，对于那些敢在课堂上提出疑问的学生给

予表扬，营造一种放松、平等、温和的课堂氛围。

3.理论联系生活实际

新的课程标准中要求教学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结合

同学们熟悉的真实生活场景和生活实际经验进行物理教学，

使学生了解生活中的科学以及社会科技最新的发展应用。生

活中无处不存在物理现象，许多生活中常见的事例和现象都

蕴含着物理知识。

物理和生活紧密联系，学生在学习新的物理知识时，

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常见实例入手，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

理性，引导学生利用已经获得的经验形成新的知识结构体

系。例如下雨的时候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提到走路时面向光

走走里面阴暗处，背着光走走路面发亮处，这里面就蕴含着

反射的物理知识：下雨天地上有积水，此时积水处的水洼形

成一个镜面，面向光走时，光射到路面积水时发生镜面反射，

人能看到这些反射的光，积水处是一片明亮，而没水的地方

相对较暗；相对地，背着光走时，光射到路面上的积水时也

发生了镜面反射，但人看不到这些光，积水处较暗，而没水

的地方相对较亮。教师在实际教学时应挑选合适的生活情境

入手，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构成，发现突破点，

指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得到实验结果，形成结论。

4.开发拓展教学资源

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主要路径之一是探究实验，

面对教学资源匮乏的情况，教师可以不必拘泥于课堂教学，

课外活动和家庭小实验也可以考虑在内。利用各种零散时间

带领学生形成兴趣小组进行课外活动，对于自己感兴趣的物

理现象或者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物理问题进行合作探究。课外

活动和家庭小实验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

科学思维，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水平 [4]。中学阶段的学生自

主操作意识强，教师尽量让学生自己或者同学合作完成，当

学生完成一项物理小实验或者小探究时，内心的喜悦感和成

就感就引起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教师在设计探究实验时也

可以利用一些废旧材料带领学生自主设计物理教具，例如用

雪糕棍和橡皮筋结合杠杆原理制作出一个小小的投石器。在

师生合作设计及制作物理教具的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培养

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而且学生的操作能力、探究能力也能

得到相应提升。

5.创设教学情境

 “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是进行科学探究培养的重要基础，

创设情境是引导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关键步骤。问题的提

出要简洁、明了、有针对性，能够引发学生思考。学生通过

情境发现问题，通过问题引发探究，最终通过探究获得真知。

进行物理教学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与学生生活实际

相关或相似的情境，通过提问引发思考，引导学生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进行大胆的、合理的猜想与假设，指导学生按照

提出的猜想与假设设计实验方案并进行实验操作，将实验得

出的结论进行检验并与同学进行交流。[5]

6.加强物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新课改倡导课程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在进行

物理教学时不可能将物理单独割裂开来，例如学生学好物理

需要良好的数学基础，物理知识中的数据计算离不开数学计

算能力的累积。物理知识的学习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沉淀，学

好历史尤其是物理学发展史有利于物理的学习，例如浮力部

分提到了阿基米德，又如自由落体运动部分提到了伽利略，

再如杠杆原理部分提到了阿基米德和我国的墨子。语文阅读

基础则是学生读懂、理解物理题干的前提，甚至在读题时所

进行的模型构建也离不开理解力的转化。教师讲解物理知识

点时可以选择从其他科目角度入手，平时的积累和后期的练

习以及老师的引导使学生更容易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在教

授“光的折射”这节课时从井底之蛙这个童话故事入手，下

雨前后井内水的充盈程度有所变化，导致青蛙经过井水折射

前后看到的景象不一。通过童话故事与物理实验的结合引起

学生探究的兴趣并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折射原理。

7.重视反思与迁移

反思与交流是建立在科学严谨的角度之上，用以检验

实验探究操作步骤以及实验结论正确性和可靠性，是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进行实验探究之后会得出实验结

论，这些结论的准确与否需要去验证，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进

行反思，培养实验探究反思意识。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发

现自己实验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此时教师应对学生的优势

之处提出表扬，对于学生自己没发现的探究操作及时提出改

进方法或者更优方法。分组交流能够使学生学习别人的长

处，避免别人发生过的错误，下次进行探究时能够自主进行

改进，增强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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