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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育理念下的高中物理史教学策略
秦慧玲

（湖北省广水市育才高级中学，湖北 广水 432700）

摘要：随着新课改工作在我国高中教育体系中的不断深化，物理课程在高中教育体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高质量的高中

物理课程不仅能够拓展学生的数学知识，同时还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核心素养，从而推动学生物理综合能力

的全面发展。但是在当前的高中物理史课程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教师的教学手段单一，学生的共情能力不足等等。基于此，

本文通过深入 探究混合式教育理念下的高中物理史教学策略，以期提升高中物理课程教育教学质量，为推动高中生物理知识学习能力的

全面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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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物理课程中，物理史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人类探索各类

物理现象的发展史，指导学生学习物理史的主要目标在于，为学

生揭示物理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内在逻辑。从而使学生认识到人

类探索物理规律的主要历程。由此可见在高中物理课程中开展关

于物理史的教学活动，可以使学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读物理规

律的发展历程，从而对物理课程知识形成进一步的理解。因此，

在高中物理课程中渗透物理史内容是很有必要的。

一、物理史在高中物理课程中的重要性

在传统的高中物理课程中，很多教师往往教学重点放在了各

种考试特别是高考的考点上，这种情况导致诸多高中物理课程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坚持采用“理论知识讲述 + 重点板书”的课程教

学模式，对学生进行物理课程知识的灌输，实践证明这样的教学

模式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而在课程教学活动中渗

透物理史的相关知识，能够使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形成原理形成更

为直观、明确的认知，从而实现学生重心的课堂回归，形成对传

统物理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

二、混合式教育理念下的高中物理史教学策略

（一）强化物理知识与历史之间的联系

与语言类课程和逻辑性课程不同，物理知识既具有一定的理

论性与逻辑性，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历史性。高中物理教师提升物

理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指导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形成原理和

发展过程形成明确的认知。那么在指导学生学习物理史知识的过

程中，应用混合式教学方法，深化物理知识与其发展历史之间的

联系，强化学生认知是很有必要的。

以笔者的教学活动为例，在指导学生学习《万有引力定律》

的相关知识时，在课堂导入的环节中我并没有直接为学生讲述课

程知识的主要内容，而是立足于这一定律的发展过程，首先为学

生介绍了与这一定律有关的主要科学人物——伽利略、笛卡尔、

开普勒、牛顿等等，通过归纳演绎的方式，强化物理知识与历史

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首先对这一定律的发展过程形成明

确理解，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再为学生讲解课程知识时，就能够取

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构建教学情境深化高中生的理解

高中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过程中，对具有理论性和逻辑性的

物理课程知识往往望而生畏，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开展物理史

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为学生构建一定的生活、

历史情境，从而深化学生的理解。

以笔者的教学活动为例，我在指导学生学习《电荷与电场》

的相关知识时，鉴于学生对理论性的“电荷”“电场”等知识的

理解能力不足，在这节课程中我没有直接为学生讲解理论性的课

程知识，而是首先要求学生模仿泰勒斯的实验活动，首先在课前

为学生上传了教学视频，引导学生自主实验，然后在课程中要求

学生分享自己的实验心得，很多学生在“头发摩擦签字笔吸引小

纸片”的实验内容下形成了自己的感悟与理解，从而对物理电学

知识的发展历史形成了良好的学习兴趣，那么在课程知识的学习

活动中也会更为积极、主动。

（三）结合信息技术降低知识的难度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物理史的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学生的认知能力不足可能会降低学习质量，因此，我们可以在指

导学生学习物理史知识的过程中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使抽象化的

物理史知识更为形象化，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认知。

还是以《万有引力定律》的课程知识教学活动为例，由于在

课前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帮助学生形成了一定的概念，但是

学生对这些科学家的主要探索过程仍然了解得不够深入，同时混

合式教学不仅仅要求我们做好知识传达工作，更为重要的是需要

我们培养学生的抽象化思维。因此概念解读完成之后我结合现代

信息技术，以视频的形式指导学生观看主要科学家的探索历程，

这样，学生能够对物理史的知识形成形象化的认知，从而降低了

物理史内容的理解难度，学生在掌握相关物理定律的过程中也会

更为顺利、有效。

三、结语

综上，在高中物理课程中开展物理史的教学活动，不仅需要

我们优化物理课程内容，同时我们也要掌握好学生的学习特点，

使学生在发展的过程中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形成良好的物理

知识学习思维，进一步构建物理知识学习体系。高质量的高中物

理史教学活动是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对

物理史教学活动形成足够的重视，通过信息技术、情境构建和课

堂活动优化等多种形式展示物理史知识，深化学生学习效果，从

而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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