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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高中物理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邢小丽

（丹阳高级中学，江苏 丹阳 211157）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改革与推进，我国越来越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创新能力是创造力的核心，是创造教育着力培

养的最可贵的思维品质，包括创造性形象、直觉能力、洞察能力、预测能力和捕捉机遇的能力等。物理是高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

学科，物理教学的开展，主要是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直观地理解与物理现象有关的理论知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采用创新的教

学理念，要结合高中生的学习特点，充分利用物理学科特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本文将对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策略展开探究，以期通过本文为构建高中物理高效课堂、促进学生发展创新思

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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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是高中的一门基础课程，物理教学活动应当使得学生

进一步加深对物理理论和规律的认识，应用物理理论解决实际

问题，进而提升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在新课标不

断推进的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学工作也需要不断改进，基于新

的理念和要求，应用现代化教育模式，在素质教育理念指导下，

培养创新精神。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在学习理论知识和

操作实验时积极创新，不断养成创新精神。

一、高中物理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灌输式教学

目前，高中物理教学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教学观念，教师

在教学中注重知识、能力，尤其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

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现代教育理念认为，教学活动要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是引导者。目前高中物理课堂教学活动以

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探究的过程。该

模式下，学生死记硬背，掌握了较强的做题技巧，但未养成正

确的学习习惯，又缺乏质疑精神，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创新，不

能通过实践检验物理知识的正确性。

（二）实验教学本末颠倒

物理课程是一门科学探究课，主要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

和实验探究能力。但由于高考更关注学生的理论水平，所以

在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常忽略实验探究过程，学生只需要

操作固定的实验步骤得到实验结果即可。这样的实验教学模

式下，实验活动毫无意义，学生并没有探究实验原理，并未

有效思考，无法掌握正确的物理学习方法并建立起完整的物

理知识体系，进而逐渐丧失对物理课程的兴趣，也无法发展

创新能力。

（三）应试教育理念影响

为使学生取得好的高考成绩，教师在进行高中物理教学时，

更加注重考试成绩，以海量的习题训练培养学生考试技能。但

在掌握了一定的应试技巧后，虽然卷面成绩有所提高，但学生

对于基本的物理概念、原理并没有透彻地掌握。由此，在漂亮

的考试成绩营造的假象之下，物理教学逐渐偏离正轨，物理教

学逐渐变成应试教育，而非实用性、基础性教育，影响了学生

思维的发展，使学生无法在物理学科上获得长远发展。

（四）重记忆，轻理解

在新课改后，物理教学更加注重应用性，物理情境更丰富

了。物理高考也突出了物理课程的实用性特征。在新的教育理

念和教学规律影响下，教师应通过创设应用情境，观察应用能

力，使学生在融会贯通的物理知识、深入学习物理概念之后，

逐渐发展出创新能力。但由于功利思想的影响，教师经常要求

学生背诵重要概念和公式，导致学生不能融会贯通，不能真正

掌握物理知识，无法提高创新能力。

二、高中物理教学的有效策略分析

（一）创新实验模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新课标实施以来，课堂上的主体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学生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但是整体而言，学生仍然处于被动式

学习。尤其是在物理实验课堂中，学生观看教师操作实验步骤，

很少自己动手操作。这种实验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发展创新思

维。相反，教师应该积极创新实验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参与到

物理实验活动中，使他们亲自操作实验，直观体验实验过程，

并且在操作时进行一定的创新，进而提升创新思维能力。

例如，“光学实验”是一个难度大的实验，难点在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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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光学实验现象中分析光的本性，探索光和物质的相互作用

规律。例如，人们发现针孔成像、阴影形成、日食和月食是光

线性传播的验证。然而，许多学生只注重实验结果，缺乏对实

验原理的思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可以应用微课视频显

示实验，学生通过微课直接观察实验，分析每一步的工作原理。

观看实验步骤后，学生可以反思实验过程，进行创新和发现。 

（二）引入新鲜物理知识，启发物理创新思维

知识型时代背景下，每一天都会出现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但是高中生的学习生活相当单调，每天都在闷着头学习。在高

中阶段，学生的知识储备量大幅度增长，但是在单调沉闷的学

习生活中，学生精神疲劳，缺乏活力。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可

以适时地向学生介绍一些新的知识，将新的物理研究成果介绍

给学生，以此开阔学生的视野，同时启发学生的思维，让他们

在新鲜的科学知识的影响下，发展创新思维。

例如，在使用打点式计时器测量速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了解石墨打点式计时器和电火花打点式计时器，分析打点式

计时器的应用原理，掌握使用打点式计时器测量速度的方法。

之后，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新的知识，并用其他方式描述

一些测量速度的方法。当教师介绍这些创新知识时，学生会比

较和分析各种测量速度的方法，并分析它们的原理。教师通过

在物理课堂中引入一些创新知识，让学生在课堂之外理解一些

创新知识，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进行提问教学，培养创新思维

要培养创新能力，学生应该学会提问。物理学是科学研究

课程，在物理领域内充满了奇妙的物理规律和现象。通过探索

这些奇妙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神奇的物理定律。物理学

的发展始于发现问题。比如，为了解决太阳为什么东起西落的

问题，人们发现了行星的运动规律；为了探索潮汐涨落的规律，

人们发现了地球重力对海水的影响；为了看到广阔的天空和宇

宙，人们制造火箭和宇宙飞船等。因此，在物理教学中，为了

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要利用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鼓

励他们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思考、分析和假设，培养他们的

创新意识。 

例如，在学习摩擦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充分

探索生活中的摩擦现象：为什么地板湿了会很滑；为什么物体

在雪坡上会滑落；你能借助周围的物体产生摩擦力吗？有了教

师的启发，学生可以发挥奇思妙想，根据物理摩擦力理论知识，

观察生活中的摩擦力现象，并应用摩擦力设计各种趣味物理实

验。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

促进全面发展。

（四）组织课外拓展活动，发展创新思维

组织多样化的课外活动也是物理教学的一种思路，使得学

生提升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果，让学生可以在更广阔的生活天

地中探索物理知识，发展创新思维。这种多样化的课外活动，

使得物理学习变得丰富多彩，物理知识不再抽象复杂，学生远

离困扰，可以灵活地解决物理问题。

例如，在学习了反冲运动知识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做一

个小型火箭，使学生能够专注学习物理，提升实践操作能力、

思维能力，促使综合素养发展。由此，学生能够探索物理知识

的奇妙。静止的物体在内力的作用下分成，分别向相反的方向

运动，火箭就是在这种反冲力的作用下发射的。这种制作火箭

课程将高中物理课程变成一门科学研究课程，学生不再仅仅记

忆、分析理论，而是将牛顿第三力学定理应用在实际中。在发

射火箭时，地上可以看见浓浓的白烟，火箭在白烟的推动下迅

速升空。

三、结语

对于物理学科而言，让学生发展实验探究能力很重要，在

设计物理实验时，教师要重视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步骤，引导

学生开拓思维设计创新性的物理实验。高中物理作为一门基础

学科，重在让学生理解和辨析物理概念、应用物理知识指导实

践生活。教师需要牢牢把握物理学科的特点，让课程体现实践

性、应用性，让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充分探究物理世界的奇妙规

律。总之，物理教学需要结合物理学科规律组织教学活动，提

高高中物理教学效率，使学生发展物理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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