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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观看我国物理学科教学发展过程，教师一直都高中学生物理学习的重要引领者，所以学生的思维思考能力培养于老师有

莫大的关系。此文着重研究了由高中物理学科的特点以及中学生存在的普遍问题为前线。首先的分析目前高中生的思维方式、课堂

表现力和物理的课前准备所有的不足，并研究应对策略；而后从教学方法入手去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自身素养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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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重视思维能力培养是我国素质教育的一个核心内容，从而培养

学生自身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去自主创新。因此部分当代中国教育心

理学家认为,发散性自主创新思维能力教育是培养学生去自主创新

发展思维的的驱动力量和源泉,可以带动更多的高中学校去激发师

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广大在校生的积极主观能动性，去科研创新，

在学习的道路上受益终生。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发散性思维提供动力 

高中小学阶段所学习的物理知识内容广泛，理解性难，而后导

致绝大部分高中学生一致认为高中物理化学是一门晦涩难懂的基

础学科,所以对高中物理的基础学习缺乏浓厚兴趣,发散性物理思维

无从交谈[1]。但是高中的物理教师有经常认为需要不断改进旧的物

理教学方法,尝试多种新的物理教学方式等才可以有效培养我国物

理本科学生具有自主独立学习新和应用现代物理的积极性和兴趣。

纵观我国的物理学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物理本科生急需培养自我思

考以及创新能力，把物理当成一门喜受观众热爱的学科，不断推进

物理学习研究，渗透我国现代经济与社会日常，积极设计物理教学

疑问，激发物理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表达能力。由此

观之,激发我国物理本科学生对自主学习应用物理本科相关知识和

学习应用物理学的兴趣是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物理学的至要关键。 

二、利用习题教学，激发学生自主思维 

习题课的教学课程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检验学生们知识理解

的掌握的重要利器。对于教育的精髓那应该就是习题的多变性，面

对习题的多变，学生们要学会知识行的拓展延伸，不要做一个固守

死思维的学生，要知道过于常规的解题有时是无法理解物理的，因

为物理学科是一门多方位的思考逆向思维的科目，学生理应学会举

一反三，做一个会思考的创新学生。物理教育学科中多数的物理知

识多于抽象,很容易让任课学生对自我的知识产生强烈的思考和理

解,甚至会产生一些独特的自我见解，所以教师可以通过利用习题讲

解，激发学生的物理思维，对习题类型进行总结分析，帮助学生解

决问题。通过习题教学，学生可以提出问题，活跃课堂气氛，和谐

宽容的课堂氛围有益于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发表自

己的观点与见解，和任课老师、同学进行讨论，提升自我集中力，

各抒己见，充分发挥自我想象力，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意义的好方法，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三、构建发散点，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 

面对具有强大挑战力的物理学，紧靠物理老师的物理基础知识

与其他课外知识的讲授是不行的，因为一单脱离了老师，那么学生

的思维表达能力就无法表达而去进行对物理的探索。在物理学科的

教学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时我国的高中生的解题思路过于

单一固定，毫无创新，不能举一反三，一单题型发生变化，就会难

以思考并解题，无论题的改变有多么细微，慢慢的丧失对物理学的

兴趣。对于一个高中物理基础课的课程教学来说，发散物理知识点

课的目标就是让学生能够向四周延伸思维模式的重要知识点。因此

提高发散物理知识点的正确性和选取至关重要。 

(一)首先是重点内容的筛选，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去筛选重要

知识点，概括所学的物理基础性知识，不断地发挥学生们的主观能

动性与数学思维，把物理知识概括为一个更加易懂的学科，发散性

思维能力得以培养。 

(二)选取容易混淆的知识作为发散点 

就目前我国的基础物理学科而言，类似于惯性和重力的定则概

念有很多，这两者也常常因为一些概念而混淆，让人弄不清楚。所

以教师们要注意教学讲授，在一些概念相似的知识层面上要多多对

学生讲解，避免他们混淆知识。 

(三)重视高中物理实验过程 

在当前的物理实验教学课程中实验教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

部分,它是当前锻炼高中学生独立动手动脑能力和独立多维思考问

题能力的主要教学途径,与此同时它也是当前培养高中学生独立发

散性逻辑思维的重要教学方法。但必须特别注意,物理化学实验课程

应该以高中学生自己为实验主体,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的综

合训练,而非按照学校教师事先已提供好的物理实验设计方案,机械

的方法进行理论验证。所以,教师在正确结合实验教学内容设计物理

问题时，要快速的向学生抛出问题，让他们积极的去思考和讨论，

发散自己的思维去设计方案做实验，得出结论。物理实验课程结束

后,教师们还应该同时组织全体学生一起讨论各组的实践结论，发表

自己的见解，共同分析，多维角度的制定方案，吸收各个同学的思

维，构建自我思维结构。因此，在讨论分析和验证讨论的实践过程

中还要发展培养学生的独立发散性逻辑思维。 

四、结束语： 

宗上所知，当代中小学生学习物理的主要引领者还是物理教

师，而且教师也要注意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积极观察学生数学

思维能力的高低，不断引领他们走向物理世界，发挥他们的创新能

力。此外，其他的教师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特别是语文

老师，因为在学会思考之前应该要学会阅读文字，不然就无法理解

物理知识，难以做题。因此我们要多用物理知识接触社会生活，不

断的用数学思维去思考生活并做事，达到最大化的价值[2]。 

参考文献： 

[1]周进.从物理学角度探讨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J].中学

教学参考,2019,000(017):58-59. 

[2]邱彪.高中物理教学中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策略[J].求

知导刊,2019,000(047):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