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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思维能力提升，创新高中物理课堂 
李晓霞 

（启东市吕四中学） 

摘要：高中物理学科具有较强的思维逻辑性，若是学生不具备一定的思维逻辑，势必不能满足物理学科的教学需求。所以若想

从真正意义上解决这一教学阻碍，需要聚焦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关注学生的思维能力成长状况，这对于创新高中物理课堂也有着

一定的积极影响，为此，高中物理教师需要转变教学理念，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下创新课堂，激发学生对物理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

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关键词：高中物理；思维能力；创新课堂 
 

所谓思维能力即立足于理性的基础上来概括地的认识事物，并

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在大脑的辅助下形成系列活动，获取对事物

规律的认知。这种能力在物理学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物理课堂

作为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主阵地，教师需要不断聚焦学生思维能力

提升，创新物理课堂，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认知，引导学生将理论

知识与生活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一、高中物理教学的现状 

（一）教学理念不够与时俱进 

根据当下高中物理的教学现状可以得知，部分教师在教学的过

程中仍然是掌握着课堂上的主动权，以单向的方式来为学生灌输物

理知识，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知识。在这种被动吸收知识的情况下，

学生并不能积极参与到教师所创设的教学课堂， 致使生不具备独

立思考的意识，而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方式参与学习。这严重阻碍了

学生思维逻辑能力的锻炼，同时也造成了低效课堂的情况。 

（二）教学模式创新性比较匮乏 

高中阶段的课程编排相对较为严谨，特别是物理课堂上很多教

师会将知识点进行压缩，导致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过程中容易出

现逻辑混乱的情况，在此过程中部分教学经验不足的教师会把握不

好教学的节奏，导致整体只是搭建不够精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

存在诸多误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师教学模式创新

性相对匮乏，加大了教学难度以及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严重降

低了学生思维逻辑能力的培养成效。 

（三）教学评价缺乏科学合理性 

目前教师在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时，会将重点放置在学生对教

材知识的理解与训练上，并没有重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这

种过于功利性的教学评价下，很多评价内容都是以重复的方式出

现，学生的思维能力被大大限制，此外，在这种缺乏科学合理性的

教学评价方式下，导致整体教学效果被严重拉低，从而影响整体物

理教学质量，这对于学生整体能力的发展也造成了极大的限制。 

二、高中物理教学中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创新路径 

（一）图像辅助，优化思维能力 

图像在提升高中学生思维能力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现实作用，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借助图像可以将抽象的内容以直观的形式呈

现，从而让学生在具体的事物下来了解物理知识。在探究知识的过

程中，学生的思维能力也会得到锻炼，从而提升整体教学效果，例

如，在讲解有关“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与时间的关系”这一内容时，

可以在图像的辅助下对匀速直线运动图像以及匀变速直线运动图

像展示出来，在教师的引导下带领学生分析图像，并在同一时间内

带领学生展开对应的思考，以此来优化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聚焦新课讲解,激发学生思维意识 

教师在开展有关物理概念的内容讲解过程中，可以对相应的内

容进行拓展与延伸，并带领学生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以及关系，从

而在高效且实用的教学活动下帮助学生聚焦课程的讲解，以此来激

发学生的思维意识，例如，在讲解“弹力”这一内容时，可以将重

点放置在对弹力产生条件的理解上，具体而言，两物体在直接接触

后由于产生弹性形变的物体要恢复原状而产生力的作用，在此分析

过程中学生会了解到物体形状的改变与物体之间的弹力具有一定

的逻辑联系。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会将重点聚焦在对新课的理

解上，了解物理知识点之间具备的逻辑联系，深化对物理知识的认

知，加强对其理解。在此过程中，还会促进学生将新学的具体内容

转换成物理模型，加速学生的思维逻辑锻炼，同时通过这种方式的

教学，还可以帮助学生的抽象思维逻辑得到全方位的调动，让学生

的抽象思维能力在这种创新性的教学方式下得到提升与锻炼。 

（三）明确教学内容,梳理学习思维 

在开展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明确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梳

理学习思维，掌握知识点的前后因果关系，以此在知识的运用下了

解其中所蕴含的知识体系。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需要进一步的

明确教学内容，加强教与学之间的联系，同样，在“弹力”的教学

期间，学生得知只有相互接触物体才能够让物体在被接触的过程中

出现形变以此产生弹力；再如，讲解有关“摩擦力”的相关知识点

时，要引导学生得知物体之间产生摩擦力的原因，主要是建立在相

应的必要条件上，其中包含物体之间的相互接触与挤压；另外便是

确保物体的接触面不能是光滑平面，而是粗糙的接触面；最后则是

物体之间需要具备相对运动或具有相对运动的趋势。只有这三种条

件相辅相成，才能够确保物体间产生摩擦力。在具体教学期间，教

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拥有正确的思维逻辑性，还要带领学生强化所学

知识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此来让学生进一步的强化思维逻辑能力，

使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得到提升。 

结束语：总而言之，若想创新物理教学，势必要聚焦在学生的

思维逻辑能力提升上，对于高中阶段的教师而言，在帮助学生提升

学习成绩的过程中，还需要促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师所

设计的教学内容当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然而物理这门

学科对于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具有一定的要求，只有帮助学生拥有

科学严谨的学习计划，方可实现双向发展，并在创新的教学理念下

提升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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