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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教学中问题导学式的应用策略研究
孙成文

（赤峰市红山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提升，对高中物理教学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标准。传统的高中物理教学模式已经

不再满足现今高中学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要对高中物理教学模式进行及时的优化和创新。高中教师可以将问题导学式方法运用在物

理教学之中，这种教学方法以“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化“导学”功能，为高中学生更好地掌握物理知识以及培养物理思维奠定基础。

重点要求高中教师要全面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使他们积极进入到“问题”课堂中来，假使整个高中物理教学课堂没有被“问

题”所渲染，那么就会导致他们处在死记硬背的低效学习之中，不仅造成课堂气氛单调、无趣，导致学习效率下降，同时还导致无法提

升物理学科素养，违背了高中物理教育的初衷。问题导学式教学方式运用在高中物理教学之中，不仅可以使他们对物理学科产生强烈的

兴趣和热情，同时也会避免他们长时间地处于低效学习之中，可提升教学效率，可谓一举多得。针对此，本文首先对问题导学式方法的

定义以及意义进行分析，之后对高中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最后就高中物理教学中问题导学式的应用策略进行针对性的分析，

希望为广大高中教师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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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导向学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概述

（一）问题导学法定义

问题导学以问为先，聚焦特定的主题，通过问题的形式也能

达到思维的效果。新教育背景下，教师要充分发挥问题导学法的

重要作用，设计与主题相符的问题，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思考物

理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促进学生综合能力提升。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问题导向学法的应用也从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物理教学内

容，能够使学生抓住学习重点，在此基础上开展高效的学习活动。

同时，问题导学法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也有重要作用。

（二）问题导学法的特点

问题导学法以问为主，其能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物理知识，

同时也能促进学生物理思维的培养。从这一点来看，问题导学法

具有一定导向性，其能够引导学生向物理知识点靠拢，使学生抓

住物理学习重点，开展高效的学习活动。从一定程度上看，问题

导学法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效

率，对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也有重要作用。

（三）问题导学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问题导学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中物理教学内容，对于学生

个性发展有重要意义。新时代背景下，教师要改变以往的教育理念，

将重心放到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方面，注重对学生思维的启发，

通过这种方式也能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其思维的综合发

展。在问题设计过程中，也要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为主旨，

鼓励他们深入探究各种物理问题，在此基础上也能促进自身思维

的发展，这种情况下也能助力高效物理课堂的打造。总体来看，

问题导向学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应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有利于学生物理学习能力的提升

高中物理教学过程中问题导学法的应用能够使学生聚焦特定

的主题，同时，在问题引入过程中，教师也可引入与生活联系紧

密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给予学生正向的引导，通过这种方式也能

挖掘学生的潜能，助力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第二，能够助力良好教学氛围的形成

在物理教学中为学生构建良好的课堂氛围，不仅能够助力他

们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同时还能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而在这

一过程中，借助问题也能使学生聚焦某一特定的知识点展开讨论，

相比于学生以往套用公式解题，更具人文性。从问题这一角度入

手也能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使学生能够以小组之力解决实际

问题，能帮助学生攻破各个物理难题，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高中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兴趣不足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学生将学习重心放到了物理公式背

诵中，在解题过程中也是套用公式，长此以往，学生的思维容易

固化，也不利于其创新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实验教学过程中，

部分学生按部就班实施书本中的步骤，不利于其实验能力提升，

而且也不容易理解实验原理，也容易使实验教学陷入困境。

（二）模式单一

目前来看，一部分教师在物理教学过程中未采用合理的教学

方法，也未结合学生阶段性的学习特征创新教学方法，仍采用灌

输式教学法，不利于学生学习能力提升，也不利于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对此，要想提高高中物理教学质量，就必须优化教学方法，

将课堂归还给学生，鼓励其自主探究，提高其物理素养。

（三）忽视主体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面临高考的压力，很多教师会忽视学生

教学主体地位，有的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全程主导，全程都在

进行知识的灌输，导致学生的主体无法充分发挥，全程毫无教学

体验感和课程参与感，致使他们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无法调动，

导致教学氛围单调、无趣，严重影响教学效率的提升。

三、高中物理教学中问题导学式的应用策略

（一）创设问题情境，引发好奇心理

若想要顺利地实施问题导学法，其中最为关键的步骤就是设

置问题，问题不仅需要和物理教学内容相互映照，同时还要具备

指引性和启发性功能，这一关键步骤也是衡量教师的标准，看是

否能够精准把握教学重点以及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随着这些问

题的抛出，可以促使学生如同处在研讨会中，使他们对物理知识

产生强烈的学习热情和好奇心。若他们在解答物理题时遇到一些

苦难和疑惑，感觉自己对一些物理知识的定义以及意义没有全面

地掌握，使他们产生强烈的疑惑，提升对相关知识进行探究的渴望，

最终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极大地提升了

他们的物理课堂参与度，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同时还使物理课

堂教学提升效率和教学质量。教师可以通过利用一些信息技术手

段，将一些视频、图片以及物理发展历程等教学素材，通过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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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帮助他们创设一个信息技术的情境，培养

他们发现问题、探究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教“摩擦力”时，为了更好地让他们深入探究“摩擦力”

的相关知识点，教师不可能在教学开始就将书本上的知识以及相

关内容就全部和盘托出，这样做不仅不会帮助他们提升学习效率、

物理思维，还会阻碍物理教学效率。相反，教师可以给他们营造

出一个浓厚的氛围，提升他们的探究欲望。教师可以将黑板擦分

别放在桌子上和玻璃上，用弹簧将其拉动，要求学生观察并讨论

在拉动过程中弹簧的延伸程度。同时教师，也可以将一些网络摩

擦力视频通过多媒体的形式播放给他们，引发他们的好奇心，通

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引发他们的好奇心，充分地调动他们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能提升他们的课堂参与度，提升物理教学效率，

促进高校课堂的构建。

（二）构建生活问题，提升课堂温度

在高中教育阶段，物理是一门对于学生思维逻辑以及实验能

力要求较强的一门学科，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在导学

阶段，添加一些生活性问题，创设生活情境，引导高中学生聚焦

身边的生活实际问题，并且指引他们利用物理知识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有效性。

例如，在讲授“分子的运动”时，教师可依据教学内容，将

一些生活实例引入到物理讲堂中来，如可与学生聊一聊生活中的

一些现象，比如说为什么在春天的时候，在大街上距离桃花很远

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一些女生在身上喷了香水，为什么距离很

远就能闻到香水的味道？为什么将菜和盐放在一起，菜就有了咸

味？等问题，然后指引学生对此进行思考并适时引入相关知识点。

接着，教师可指引学生运用墨水、烧杯、清水等为材料，来尝试

做一下分子运动小实验，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激发他们的

好奇心，活跃课堂气氛，同时还促使他们物理思维得到发展。

再如，在学习“光的反射和折射”时，可以为他们创设生活

化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可以通过镜子看到人的脸？为什么会出现

海市蜃楼？为什么可以用手电筒可以照射出直的光线？等问题，

通过引入上述问题引出光的反射和折射概念，并让学生尝试用概

念解释上述生活现象。通过创设这样的生活情境，不仅可以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热情，同时还可以调整教学氛围，使物理

课堂气氛活跃，提升物理教学效率。

（三）层层设问，分部引导

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的学习方式不同，学习效率

也存在很大差异。对于一些学习能力比较差的学生来说，如引入

相同的教学目标则会导致其陷入学习困境，这种情况下也不利于

学生开展个性化的学习活动。对此，在问题导学法应用过程中，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以及他们的特点进行层层设问，

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思维，使其从易到难思考物理

问题，把握物理学科的学习要领。

以平抛运动这一内容为例，首先，教师可从概念入手，让学

生探讨什么是平抛运动？其次，可逐步加大问题的难度，让学生

思考生活中的平抛运动，比如说轰炸机投弹、手枪发射子弹、射

箭等，让学生思考平抛运动与自由落体运动的区别。紧接着，教

师可从受力的层面入手，让学生思考平抛运动都受什么力？同时，

教师也可给予他们一定的启示，让其知道平抛运动的轨迹，并不

是直线，同时，教师也可以让他们以小组的方式进行讨论，来探

究一下物体在做平抛运动过程中的轨迹分析。通过分层设问的方

式，帮助高中学生逐渐理清物理难题的重点，提升教学效率，使

他们逐层了解和学习物理知识，从而达到完成教学目的的任务。

（四）渗透文化，提升素养

物理文化是物理教学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对于学生文化感

知能力的培养有重要作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可以将物理文化

渗透到物理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感受文化的魅力，在此基础上也

能丰富物理教学的内涵，于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以“分子运动”这一内容为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

入古人的诗句，如“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通过

诗句的引入也能使学生感受诗词文化与物理文化，这种情况下也

能使学生了解分子运动的基本内涵。此外，在讲解“光的折射与

反射”时，也可以引入古诗“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

由此可见，物理文化的导入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物理教学内容，

同时也能使学生从文化角度审视物理学，树立文化自信。

（五）问题导学法的注意事项

在物理教学中问题导学法的应用要紧密贴合教学实际，同时，

设计的问题也要有启发意义，能够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物理问题，

在此基础上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案。问题的设计要紧密结合教材内

容，避免其难度太大，给学生解题带来很多困扰。同时，教师还

要结合教学目标设计层次性问题，逐步引导学生提取题目中的有

效信息，寻找特定的知识点，利用物理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以圆周运动相关内容为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着重分析

该节的教学目标，结合大纲内容设计教学问题。同时，教师也要

注重情境的导入，结合教学主题为学生导入符合教学主题的情境，

帮助学生快速融入到物理学习环境中，促进自身综合学习能力提

升。教师也要注重知识的衔接，如在圆周运动角速度的计算相关

教学中，让学生回顾分析以往学过的匀速直线运动的解法，在此

基础上思考角速度的计算。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扮演引导者

的角色，引导学生去主动地思考问题，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及概

括知识的能力。

此外，高中物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借助问题导学法能够有

效拆分物理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将物理知识与实践建立有机结

合，这种情况下学生也能更好地接受知识，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和物理素养。

四、结语

问题导学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明确学习重点，使他们明确主要的学习方向，开展高效的学习活动。

同时，问题导学法应用过程中，教师也要从多个角度入手，如创

设问题情境、渗透文化、设计分层问题等，多措并举，全面提升

高中物理教学有效性，为学生打造高质量的物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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