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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可视化在高中物理复习中的运用方法探究
黄红莲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江苏 南京 210001）

摘要：将本来不可视的思维（思考方法和思考路径）通过运用图示技术使其清晰呈现的过程被称为思维可视化。思维可视化的优点

是更易于理解和记忆，从而能够进一步提高信息加工和信息传递的效能。教学效能的提高需要教师转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从“强调答案”

的教学方式转变为“强调答案获得过程”教学模式，将“依靠感性经验答题”向“理性思考答题”转变。教学模式的转变需要我们能够

将思维过程清晰地呈现出来，以便于学生在学习中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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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不仅属于理论科学的范畴，也属于实验科学。教师开

展物理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捕捉和研究学生的物理学思维，以

此物理课程教学能够变得更具针对性。网络技术、电子信息化技

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物理学教学改革已经有所成就，应该怎样将信

息技术下的思维可视化应用于物理教学中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物

理场景、物理实验以及物理知识三方面入手，让物理教学能够变

得更加有效。

一、场景思维可视化

思维方式一般是呈隐性的，并不显露于外，就如同“黑匣子”，

静待教师用钥匙开启闸门。同时，物理知识也是较为抽象，且被

压缩的，需要教师进一步“解压缩”。所以，进行高中物理教学

过程中，教师可以以场景导入，让学生了解物理学知识诞生的过程，

使得物理学知识形成过程能够更加丰富、生动。以上这些场景和

学生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部分思维能力突出的学生也可

以借此进行完形。经过相关场景的再现，学生就可以获取直观表征。

如在学习摩擦力的相关知识时，笔者就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

创设相应的情境，分别为：第一，A骑自行车不小心摔倒于路边；

第二，B在沙地上艰难地骑行自行车；第三，C在公路上骑着自

行车徐徐、安全前行。不同的场景所发生的结果也是不同的，这

就会引导学生思考其中的原因，究竟为什么 C可以安全的骑行？

什么情况下要加大摩擦力？什么时候又应该减小摩擦力？摩擦力

应该如何加大或减小呢。在物理情境的创设与介入下，学生可以

对摩擦力的涵义、种类以及作用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完善

个人的物理认知。在此期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主动猜想，

以实验验证，培养物理学科素养。

二、实验思维可视化

实验是物理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有助于学生对问题

进行验证，如问题的真伪等，学生可以发挥主观性，将解决问题

作为目标。物理实验包括多种类型，含有物质性实验、思想性实

验或是操作性实验。可视化物理实验则主要指的是物质性与操作

性实验，指的是以演示的方式，给学生展示知识形成的简易过程。

例如，学习“大气压强”的内容时，大气压强属于一个较为

抽象的概念，如何引导学生认识大气压强呢？又该怎样让学生对

大气压强的作用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呢？笔者认为在此就可以运用

可视化的物理实验，让学生意识到大气压强不仅真实存在与我们

身边，并且还较大。教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装满水的玻璃杯，以

硬纸片覆盖，随后将被子倒置，发现水却不会流出来。此时，学

生也会思考其中蕴含的物理学知识，对于压强的概念等将会有更

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三、知识思维可视化

物理知识的可视化，应用较为广泛的为思维导图，以此可以

直观、清晰地展示物理知识的内在联系。思维导图属于较为有效

的思维工具，有助于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深刻理解。思维导图是由

英国著名的学者托尼·博赞发明的，他将思维导图比作“瑞士军刀”。

部分学生提出，物理学知识的概念较多，并且含有大量的公式，

记忆起来会很浪费脑细胞。于是他们便机械式地进行记忆，结果

却并不理想。若学生可以首先理解物理知识的主体与分支概念等，

理清知识的内在联系，认知体系结构就会比较明确且稳固。

例如，学习电压的内容时，可以用“水压”类比“电压”、用“水

路”类比“电路”，让学生理解二者的相同点和相似性等。再如

教学“浮力”，我画了一座桥，桥的两边分别是“手向上托”和“水

向上托”。可视化的思维导图实际上是为学生搭起了“脚手架”，

让学生能够展开视觉思维。经过知识思维可视化，对物理学的本

质和内涵关系进行详细描述。将知识落实于可视化，能够让学生

的物理学知识学习心智更加健全，物理学习灵感也会更加灵活，

用脑将会越加科学。

四、结语

思维可视化是现代教学的有效手段之一，其给学生提供了多

种物理学思维展现的方法，也让教师有更好的契机掌握物理学知

识，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不断深化知识体系。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采用可视化手段表现抽象的概念或公示等，实现可视化

学习。此种教学方式将赋予了感性，表达形象的方式更加直观，

对于贯彻物理核心素养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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