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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教育教学中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途径分析 
袁峥 

（北京市第四中学  北京市  100076） 

摘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则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

初中生刚刚涉及到物理知识的学习，对于物理有着严重的误解，认为物理就是枯燥的实验以及无聊的公式，在物理学习中很少运用

逻辑思维去真正的思考物理，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初中物理教育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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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ways to cultivate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in physics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Yuan Zheng 

(Beijing No. 4 Middle School，Beijing 100076，China） 

Abstract：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has become the main melo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era，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just been involved in the learning of physics knowledge，and they have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about physics，believing that physics is just boring experiments and boring formulas. In physics 

learning，logical thinking is rarely used to really think about physics. Therefore，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in physic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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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培养学生物理逻辑思维已经成为教育工作

的重中之重，教师应当转变教学方式，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让

学生在自我探究的过程中进行物理学习，在无形中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维，同时还要消除学生对物理的误解，让学生从心底喜欢学习物

理，自愿进行物理逻辑思维的培养，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 

一、逻辑思维内涵及培养意义 
1.1 内涵 

所谓逻辑思维，指的是基于感性认知对客观世界总结及推理的

思维模式[1]。它具体包括两种类型，对于理论型逻辑思维，即借助

概念、原理等理论知识进行判断，它主要适用于科研人员；对于经

验型逻辑思维，即根据实践经验进行推理，进而高效解决实际问题。 

1.2 意义 

适时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有利于强化学生认知能力，同时，还

能优化学习效果。以初中物理教育教学工作为例，循序式强化学生

物理逻辑思维意识，能够规范学习行为，真正锻炼学生学习能力。

即便教育教学中遇到抽象、难度较高物理知识点，学生能够在逻辑

思维引导下迎难而上，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答物理难题，并逐

步提升自身物理学科素养。当班级学生物理逻辑思维强化后，初中

物理课堂将高效构建，最终物理教学任务会高效完成。 

二、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其实是一种比较特

殊的教学活动。逻辑思维的培养比较注重科学性，也就是说，学生

可以在一定的认知范围内发现科学事物的本质，对其进行科学的研

究，并且利用自己的方法进行表达[1]。在初中阶段的物理教学工作

中，教师需要重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这对深化学生的认知、

提高和巩固学生的学习效果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多媒体技术的出

现和发展，使教学改革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现代多媒体技术可以

使图像、文字、音频等现代信息融为一体，在给学生呈现丰富的信

息内容、生动的演示效果的基础上最大化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养成。多媒体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给现代

化教育提供了美好的发展前景，也为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奠定了有利

的基础[2]。在多媒体技术的课堂指导中，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容易

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扩大了课堂教学的容量，实现了知识与

技能的拓展和延伸。尤其是在科技改变生活的现代背景下，创新型

人才在社会上的需求逐渐变得强烈。因此，在物理教学中应用多媒

体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物理教学模式的改革和优化，解决了传统教

学方法中难以克服的教学困难。而且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普及，物理

课堂教学也变得更加形象和直观。 

三、初中物理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有效途径 
3.1 激发兴趣，自主探究，是培养逻辑思维的前提 

初中生刚刚进行物理学习的时候，对物理学科产生抵触心理，

主要原因还是出在了教师的教学方式上，教师在课堂上只注重学生

知识的灌输，却忽略了学生对物理知识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培养，一

旦学生对物理学习失去了兴趣，那何谈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又如何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呢？因此教师应当利用课堂上有限的场地

与时间，创设情境教学，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物理的奥妙，进而激

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由学生对物理的抽象理解转变成具体形象

的深刻理解，同时也促进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 

例如浙教版的八年级物理上册第一章《水和水的溶液》，对这一

章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妨利用多媒体技术，放映关于水的片

段，大到川流不息的河流、浩瀚无边的大海，小到池塘边的水流、

身边的雨滴。利用学生身边熟悉的水源，让学生感同身受，真正体

验到物理知识就在学生身边，不是凭空而造的，进而丰富学生的知

识，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身边的水究竟是如何循环的呢？为什么我

们身边的水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呢？进而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

探究过程也是学生进行逻辑思维的过程，学生也许只会用表面的水

的流动进行解答，那么就需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适当的否定学

生的答案，激发学生想要知道答案的兴趣，那么教师这堂物理课就

算教学成功了。 

3.2 独立思考，不可依赖，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独立性 

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独立性是为了防止养成学生人云亦云，没

有经过自己思考就认同别人的观点的习惯，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的

时候不能一手包办学生所有的知识的传授，不妨将探索答案的机会

让给学生，培养学生思维的独立性，也许会意外收获不同的解答以

及不同的探究方式与途径。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主动提出问题：

你们知道我们身边有哪些科学现象吗？也许有的学生不懂什么叫科

学，教师不妨给学生举一些例子给学生以启发，火山爆发、鸡蛋孵

出小鸡等等，让学生进行思考自己身边的科学现象，有的学生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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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会变没了，还有学生会说树叶到了秋天会落下来，学生在回答教

师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重复教师之前的答案，也就是学生独立进行

逻辑思维的过程。学生回答的时候教师应当给与表扬，鼓励学生探

讨为什么会有这些科学现象的发生，它们遵循了怎样的原理。教师

可以不在课堂上回答，而是留给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让学生独立

进行逻辑思维的锻炼，有利于促进学生知识水平的全面提高。 

3.3 一题多解，克服定性思维，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发散性 

物理学习的解题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没有最好的解题方式，只

有更好的解题方式。教师在进行物理教学的时候，让学生积极主动

的探索不同的解答方式，开阔学生思路，不要局限于已有的解答思

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发散性，同时让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克服思

维定性，摆脱原有的错误的思想，在进行物理学习的过程中不要主

观断定，而是结合理论实践，论证结果，进而获得正确的答案。 

例如浙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三章《能量的转化与守恒》这一课，

本身能量就难以让学生正确的理解其概念，如果让学生理解能量的

转化与守恒，这就需要打破学生原有的惯性思维，告诉学生我们身

边的所有的运动以及转化都是具有能量的，而且能量是相互转化且

守恒，一旦打破这个守恒，那么这个事物就会面临失衡甚至消失，

教师这样说也许有点抽象，不妨让学生在练习过程中理解，并让学

生进行一题多解，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如果一个物体在平面上滑

行，那么又哪些力作用在这个物体上？有的学生可能会提出疑问，

如果物体能在光滑的平面上滑行，也许会受到重力和支持力，也有

学生提到了必须是匀速运动。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回答也许不

是那么完美，但是教师可以肯定的是，学生已经打破定性思维的影

响，运用思维的发散性解决遇到的物理问题。 

3.4 教师要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思维品质 

3.4.1 物理是观察与实验为主的一门学科 

物理这门学科有着一个重大的优势就在于教师可以通过一个简

单的小实验来将学生带入到全新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在课堂中进行

展示，学生的注意力就被集中了起来，教师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

还可以让学生注意观察与进行思考。将不会说话的事物进行转换，

通过自己的思维，并不断进行思考，最终将死板的事物转换成为鲜

活的事物，不仅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还能够带给学生的无尽的想

象，从而让学生产生出学习物理的兴趣。如在学习《大气压》一节

中，教师可以先进行演示实验，将一个下部开口的矿泉水瓶注满水

以后，用硬纸片立即将瓶口封住然后倒置，这时学生们就可以观察

到硬纸片并没有发生掉落的现象。这样一下子就活跃了课堂，这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教师还可以将两个金属半球对准合在一起，再通过抽气机将两

个半球中间的空气抽出来，这时教师可以选择两个班级上力气比较

大的学生，并让他们将这两个半球分开。但是无论学生怎么努力，

两个半球都无法分开，这样也就证实了大气压的存在。通过采用以

上两种实验，学生可以通过这种直观的立体的实验现象直接获取相

关的大气压知识，在引起了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的基础上，活跃

了学生的思维。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让学生能够熟练的熟用各种器材，并进行动手操作。只有学生真正

的通过实践来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教师也要注意要

为学生创建出一个适合发展的平台。 

3.4.2 采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已经得到了普及，所以教师在

开展物理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采用信息技术来开展教学。且在

物理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技术能够极大程度的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同时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且在学习物理的过程中，

很多的概念与规律都是比较抽象的，如果依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

学生很难完全掌握。但是在教学中通过采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将抽象

的概念与规律直观的展示在学生的面前，化静态为动态，则可以极

大程度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实现提高教学效果。在物理学

中，有一些物理思维和方法是无法用语言来详细描述的，也不能用

真实的物理实验操作来演示。这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的动画演示

特性，展现其思维过程。比如，在学习物理知识“弹性碰撞”时，

学生对书面的文字叙述很难有全面、细致的理解，只知道碰撞运动

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所完成的一个物理运动过程。对于这部分的内容

展示，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制作相应的动画，让学生观察到物体之

间完整运动的动态过程，从物体的接触作用，再到挤压产生形变、

弹力，最后进行分离，这一演示过程丰富了学生的想象，使抽象的

学习内容变得简单、易懂。多媒体技术可以化静为动，化无形为有

形，将物理学中物体的运动过程进行变形展示，或者是分解[6]。这

种技术可以让瞬时现象转化为延迟、重复出现，加深学生的深层次

理解，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四）

利用多媒体实施物理习题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物理教学中，

习题教学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习题教学可以促进学生感悟物

理学科学习的思想和方法，巩固已有的物理知识和技能。在传统的

习题教学中，教师往往都是在黑板上给学生进行分步的讲解，可是

由于受到教师的教学经验等方面的影响，效果并不是很好。而多媒

体技术的出现，有效改善了这种教学方式。多媒体技术具有超链接

的功能特性，可以根据课程的需要，对理解型、记忆型、拓展型等

不同类型的习题进行设计和制作。在设计时要关注题目的难易程度，

可以让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自行选择自己想要挑战的题目。此外，

对于微视频的习题教学，教师可以先呈现出题目，引导学生依据解

题思路，展示出自己的解题步骤。之后教师再运用多媒体，展示物

理习题的大意和解题思路及方法[7]。这有助于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

理出正确的思考方向。习题完成以后，教师可以选择多媒体技术中

的超链接功能，给学生设置一些类似的习题类型，帮助其巩固知识

点，掌握更多的解题技巧。如“电路”也是初中物理学习中的重点

内容之一，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制作关于理解类电路习题的微视频，

通过微信等公共平台发放给学生，以供学生选择和学习。教师要注

意，在微视频中尽可能呈现出多角度的解题思路和步骤，通过动态

图解展示电路变化的完整过程。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就可以完善和

优化自己的解题方法，形成自己的学习思路。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是新时代物理发展的要求，也

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必备的能力，因此教师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要联系

实际，不可为了应付考试而忽略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只在课堂上

进行知识的传授，而是发挥最大的作用，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培

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喜欢上物理，全身心的进行

物理学习，并有效提高物理教师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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