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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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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一直是教育领域关注的研究课题。高阶思维属于较高层次水平上的思维活动，主要包括创新思

维、主动探究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中学阶段学生物理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水平对于学生物理学科学习及未来成长发展都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通过对当前中学物理教学中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现状的调研分析，分别从提高教师培养意识、发展教师专业能力、

激发学生物理学习内驱力、丰富课堂教学设计等方面提出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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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 order thinking ability has always been a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igher-order thinking is

a thinking activity at a higher level, which mainly includes innovative thinking, active inquiry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e cultivation level of

high order thinking abilit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physic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ir physical learning and fut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high order thinking ability in middle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ultivation strategies of high order thinking ability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eachers'

cultivation consciousness, develop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stimulating students' drive to learn physics, enriching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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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和科技发展的不断发展进步，学习模式越来越趋

于多样化，对于学习能力的培养也不再以知识存储作为主要目

标方向。现实问题的复杂化特点对于学生能力要求也越来越偏

向于综合考量，以往单一能力的突出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

会存在诸多不适应的情况。物理学科具有完备的理论性和较强

的实践性的双重特点，因此，中学物理教学是培养学生高阶思

维能力的一个天然优良平台。如何在物理教学的各个环节高效

实现学生物理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近来越来受到中学物理教

育工作者的重视，也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

2 高阶思维能力的界定

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 80周年庆祝大会上引用了《礼

记·中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主要表达：要博学多才，就要对学问详细地询问，彻底搞懂，

要慎重地思考，要明白地辨别，要切实地力行。这句两千四百

多年前的格言深刻地揭示了高阶思维能力的一些主要特征，这

与后来众多国内外教育家对高阶思维的定义划分有诸多相同

之处。

美国教育家布鲁姆将认知按照不同层级从初级到高级划

分为：识记、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识记、理解、

应用被划分为低阶思维，分析、评价、创造被划分为高阶思维。

低阶思维主要是指可以通过简单的思维活动即可完成的任务，

高阶思维则更依赖于高层次的综合能力。分析能力意味着在教

学过程中学生应该有能力把事物分成更细小的层级，按照不同

标准，把小层级合理分类。使事物从功能、属性等方面有清晰

的分类，各种概念能够有清晰的结构组织和链接，能够有条理

地详细阐述其原理。评价能力需要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对事物深

入理性的思考，作出有依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推断。创造能力

则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事物分解到基本要素，再重新整合，

进而摸索出事物的规律，创造性地综合解决问题。注重独特性

与初始性，是最高层次的思维能力的体现。

1962年罗伯特·恩尼斯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了《什

么是批判性思维》，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对高阶思维的标准进行

了具体的解释：①抽象的思维活动是高阶思维能力的根本基

础；②具备高阶思维能力的学生应该能够游刃有余地对接收到

的信息进行筛选、组合；③能够应用合理的逻辑和判断准则。

一直致力于技术教育与创新学习模式的米切尔·瑞斯尼克

教授则在研究中指出高阶思维具有不规则性、复杂性、艰巨性

等特征，需要运用多元标准进行自动调节和意义建构，且具备

一定的不确定性。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得知高阶思维能力包含批判思维

能力、创造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三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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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学物理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现状及问题成因

3.1中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现状调查实施

结合物理学科的特点，参考其他同行对高阶思维能力的相

关研究，对中学阶段多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展开广泛的问卷调

查。主要调查了中学生在物理学习中的高阶思维能力发展现

状，诊断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发展水平，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

梳理，为后续的教学实践提供相应的提升策略。

调查问卷主要围绕与高阶思维能力关系密切的几个关键

培养目标展开，包括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等。主要体现在科学

思维中的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创新，科学探

究中的信息获取与处理、评估与反思、正确实施实验探究方案

等。

3.2中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现状及问题成因

（1）培养现状

调查发现，在当前中学物理教学中，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仍

然以学生对物理现象、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为主，而对学生的批

判、创新、实际问题解决等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不足。

在教学方法上，2017版课程标准发布以后出现许多创新的教学

模式，但在实践中大多数是空中楼阁，讲解型的授课模式仍占

主要地位。

对当前教学过程中学生物理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现状的问

卷调查结果显示：①不同年级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并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②学生在物理学习的过程中往往善于按部就班地解

答物理问题，却较少提出有价值的质疑，整体创新能力很弱；

③学生在物理学习中，常常无法在理论与实际问题之间建立有

效的联系。

（2）问题成因

学生物理高阶思维能力发展的因素主要受到教师及课堂

教学设计的影响，对应上述问题的成因又可以具体归结为以下

几点：①教师主观上缺少对学生物理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意

识；②教学过程中教师发起的问题偏离实际生活较远或者质量

不高，难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缺少对创新思维的引导以及

情境创设；③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墨守成规，讲解型的课堂

设计不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解决问题中。

4 高阶思维能力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培养策略

4.1提高培养意识、发展教师专业能力

教师是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发起者，应具备较强的主

动培养意识。发展学生高阶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整体发展的最

有效方法是将高阶思维与课程和教学整合起来，从而达到预期

的教学目标和学习结果。教师一方面要在教学管理和教学设计

中主动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另一方面教师个人专业能

力的发展对于落实高阶思维能力培养来说尤为重要。

（1）教师主动培养意识的重要性

在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创设轻松的教学气氛，鼓励学

生对固有的事物敢于提出新的见解，善于通过严谨的综合分

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无论学生提出什么样新奇的想法，都

应该予以支持和解释，引导学生对相同的事物或现象采取不同

的认识。事实上，很多新的原理、新事物的发现都诞生于对已

有的原理和规律的质疑之中。

（2）教师个人专业能力发展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这对教师的

个人专业能力的持续发展也提出了要求，包括教学能力和专业

知识的提升。在教学实践中，着重锻炼学生对于实际问题的分

析、解决能力，在教与学的博弈中，不断将最新的教学理论、

教学原则用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并从学生的表现与反馈结果中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的实施，使得整个教学过程更加有效。教学

实践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改进学习评价方法，改变过去的唯分数

论，设计多种评价模式以有利于更加系统全面考查学生的思维

训练结果。在教学中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开展有针

对性的评价活动，让学生形成物理概念、掌握物理规律的同时，

发展物理高阶思维能力。

以动量和动能的概念辨析的教学为例：两个物理量都是运

动物体自身的属性，都与物理的运动速度有关，从不同侧面描

述了物理现象的本质特性。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具有一

定的思维难度。但是如果抓住描述它们物理过程的特征以及所

遵守的守恒规律进行思考，可以总结出：动量的变化表现了力

对时间的累积，与外力冲量相等；动能的变化表现了力对空间

的累积，与外力做工相等。在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进行类似的

综合比较的方式辨析易混淆物理概念间的本质区别，是对学生

高阶思维能力的有效训练途径。

4.2激发学习兴趣，促进主动思考

高阶思维能力是解决复杂问题、完成复杂目标或任务的思

维过程，是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较高层次

的认知能力。该能力的培养必然依赖于有意义的高阶学习，这

种有意义的学习通常是主动的、有意图的、建构性的、真实的

和合作的。当学生对物理学科学习产生足够浓厚兴趣的时候，

学生自然而然地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与之相关的学习

当中，从而使得物理学习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从低级别往更

高级别进化。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脱离生活的教育是死教育。”

教师在教学时要善于恰当地利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和经历以

及反映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为学生创设发现问题的

物理情境。在课堂内容设计中可以从生活化的物理知识和现代

科技中的物理知识两方面去调动学生对知识的兴趣，从而参与

到主动的高阶学习即高阶思维训练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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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常见生活现象所包含的物理知识

例如我们所熟知的牛顿由“地球吸引苹果落地”猜想到星

体间也存在引力，进而猜想“任何两个物体间都有引力”，最

终经过研究得到了万有引力定律。从冬日的冰霜、油膜上的斑

斓图案、荷叶上圆圆的露珠等每一个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理现

象出发将思维延伸到更高层级，勤于思考、乐于思考的思维习

惯是高阶思维能力形成的开端，也是培养创造能力的基础。

（2）展示现代化科技所包含的物理知识

物理作为一门基础的自然科学学科，大部分的现代科技产

物都从物理学的发展中中孕育，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科学发现转发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教师可以在知识

导入环节等教学设计过程中增加有关联的现代化科技发展成

果的展示，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对科学探索的向往。

4.3巧用探究实验增加问题解决能力

物理源于探究，探究就是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积极地参与

到体验探究的过程中，学会从探究方法中获取知识，掌握科学

研究的方法，锻炼思维，形成终身的学习意识。而通过物理实

验，并能体会到物理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揭示物理给学生带

来的神秘感，进一步激发他们探索物理、探索科学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在实验教学中，巧妙地选择实验对象，多选择贴近生活的事物

作为实验研究对象，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真正激发了学生

学习的内驱力，感受物理探究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探究实验课

教师要利用好各种线索和素材，帮助学生进行认知活动，学生

通过思考教师设置的探究问题产生认知上的冲突，激发学生的

学习需要。教师提供的线索、信息和素材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又能满足学生进行新知识探究的需要。同时，探究问

题的设计应该具有开放性，教师在教学活动的准备阶段，要预

设教学情景，把可能产生的问题估计好，并尽可能使提出的问

题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使整个教学重心从“教”转为“学”

继而转向“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真正做到以“物”思“理”，

以“理”悟“物”。从而在探究型实验学习的过程中完成物理

高阶思维能力培养。

5 总结

思维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影响物理高阶思维能力

培养的因素有很多。从教师、学生、课堂等几个视角对教师如

何提升学生物理高阶思维能力提出了一些思路和策略。高阶思

维能力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教学中教师应加强培养意

识，不断发展个人专业能力，通过高质量的课堂设计落实教学

目标的完成，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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