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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非智力因素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作用及培养 
◆阚晓帆 

（辽宁省新民市陶家屯学校） 

 
学过教育心理学的人都知道，学生的学习成绩既与学生的智

力因素有关，也与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有关。智力因素主要包括记
忆力，理解力，思维能力和想象力等。非智力因素主要指动机，
兴趣，意志和性格情感等。其中，智力因素是学习的基础，而非
智力因素对学习的效率和效果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本文根据笔者
自己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谈一谈在初中物理教学中非智力因素的
作用以及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一些具体做法。 

一、初中物理教学中非智力因素的积极作用 
1、动力作用 
动力作用分内动力和情动力两大类。所谓内动力是指有机体

由内部或外部刺激所唤起的指向一定目标的内在倾向。通常由称
之为抱负性，指学生具体的生活目的和奋斗目标。所以，在平时
的物理教学中，要通过具体事例的讲解，让学生产生学习物理的
目的性和奋斗目标，从而增大学生学习物理的动力。所谓情动力
是指伴随着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体验而激起的某种内在倾
向。在学习中表现为求知欲。在初中物理教学中，要多与学生进
行情感交流，让学生在学习物理时有个愉快的心情和积极的心
态，从而产生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2、定向和影响作用。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通过师生的协调配合，使学生的学定位

在教师预期的方向上，并选择合乎常理的学习途径，这才能更顺
利地实施课堂教学。 

3、维持和调节作用。 
“维持”是指让学生在物理学习中始终向着已定的目标前

进，遇到困难时表现为克服困难，坚持不懈。这就是非智力因素
中意志力的表现。“调节”是指学生在物理学习中，偏离已定方
向的时候，能够做出心理调整和行为矫正，最终达到原来的学习
目的。 

4、对智力因素的促进作用 
非智力因素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对智力因素的促进作用。如

果学生以积极的心态去学习物理，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力，想
象力和创造力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很大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先天智力的不足。而这些智力因素的发展正是学习物
理特别需要的。这非常有利于物理成绩的提高。 

总之，非智力因素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
学生具备了一定的非智力水平，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既能激发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能坚持不懈，克服困难，排除学习过程中
的干扰，从而达到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初中物理教学中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一）培养学习动机，明确学习目的 
学习动机是指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是激

励和指引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需要。学习动机激发学生进行学习
活动，并维持已发生的学习活动。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我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习物理的积
极性较差，特别是在我们农村初中，爱学物理和能学好物理的学
生都很少。我和他们交谈，他们有的说不知道学习物理有什么作
用，有的甚至问我：“学好物理能赚钱吗？”从他们的眼神里，
我能感觉到他们不是在开玩笑，是很认真的。由此，我感到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动机，明确学习目的是多么的重要。以下是我在
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做法，供大家参考。 

1.结合历史知识，培养学习动机 
比如，大家电视或者手机上都看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纪录片，那么我会问他们：“在战争中武器重不重
要？”他们都回答说：“非常重要。”接下来我又问他们：“设计
和制造这些先进武器靠什么？”他们说：“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我又问：“先进科学技术与我们所学的那些学科有关呢？”他们
说：“我们不太知道。”随后，我给他们讲，先进科学技术主要与
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这四门学科有关，其中与物理关系非常
大。由此，让学生知道学习物理的重要性。同时，也使学生知道
学好物理与预防侵略，保卫祖国有关。从而培养了学生学习物理
的动机。 

2.结合现代生活，培养学习动机 
当今社会，不仅冰箱，彩电等家用电器进入了平常百姓家，

而且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也极大得到了普及。人们已经进入了
电子和互联网时代。在平时物理教学中，我会结合有关物理知识，

讲解一些现代电子产品和互联网有关常识。让学生知道物理学与
现代科技的联系。了解物理知识的应用。这些都很好地激发了学
生学习物理的动机。 

（二）培养学习兴趣，增强学习内动力 
我们都知道，对于学习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使

学生获得知识，技能和不断探索，发现客观规律的一种宝贵心理
因素。有了兴趣，学生的思维会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作为一名
初中物理老师，要充分利用好物理学科的有趣性特点培养学生学
习物理的兴趣，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主要在采用以下做法： 

1.注重导入的新奇性。 
对于一节物理课，新奇的导入会像一块磁石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比如，在讲“串联电路”一节时，我让学生拉上窗帘，使教
室变暗。然后我把一个由声控开关和一个灯泡串联的电路板放在
讲桌上，接通电源后，灯泡不亮。在上学生齐拍手，发现灯泡亮
了。通过这个实验的演示，学生感受到了电路设计的新奇性。从
而使学生产生了要了解串联电路的欲望。 

2.注重实验课教学。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要学
好物理，必须重视实验课。教师既要做好演示实验，也要让学生
做好学生实验。有条件做的实验课我都做。通过实验课，既培养
了学生的观察力，又增强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实践表明，学
生对实验都非常感兴趣。上好实验课，会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物
理的兴趣，从而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内动力。 

3.注重物理课件的恰当应用。 
当今，课件已经得到了普遍使用。对初中物理课件来说，课

件使用好了，可以极大的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和效果。无论是在
有关文字和图片的展示，还是视频的播放效果，都以往的教学手
段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有些实验很难或无法在课堂上来演示，但
利用课件是完全办得到的。比如说，“托里拆利实验”中水银有
毒且有挥发性，不宜在课堂上做，若播放该实验的视频课件，让
学生看就可以了。再比如，播放“火箭发射”和“原子弹爆炸”
的视频，都很好的解决了实验不能课上做的难题。总之，通过课
件的恰当运用，不但提高了教学效率的效果，也极大地培养了，
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增强了学习的内动力。 

4.注重物理的课外指导。除了课内的教学，我特别注重课余
时间组织学生“搞小发明，小制作”。成立了课外活动小组。让
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与所学内容相关的小制作。比如，让
学生制作“孔明灯”。使学生对浮力的知识有了更深刻和直观的
认识。指导学生做“航模飞机”，使学生对空气的力学知识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还能学以致用。通过这些课外活动，学生学
习物理的兴趣大大增强，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三）培养融洽的师生情感，促进学习效果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它反映着客观事物与人的

需要之间的关系。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沟通与交流非常重

要。亲其师，信其道。情感教育的核心是一个“爱”字。以此为
基础，建立起师生之间融洽和谐的情感关系。学生在这种情感的
感染下，心情愉悦的学习，定会产生积极地促进作用和良好的效
果。我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 

1.上课时面带微笑。上课时，教师的表情会直接影响学生学
习的心情。若上课时，教师面无表情甚至痛苦状，学生的心情就
不会愉悦，从而影响学习的效果。相反，若教师面带微笑的上课，
学生的心情也会随之愉悦，精神也会放松，思维也会活跃，教学
效果一定会良好，学习成绩也会随之提高。 

2.辅导时充满爱心。当有的学生遇到困难时，我会耐心的进
行讲解，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学生感受到这份爱，会更加努力
的学习。这就是“爱”的力量。 

3.营造民主、平等的学习氛围。在平时教学中，我努力营造
民主、平等的学习氛围。为了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我经常听取
学生对教学方法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只要
对大家学习有好处的建议，我都会欣然接受和采纳，再有，不论
是学习好，还是学习差的学生，以及家庭条件好的还是条件差的
学生，我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我这样做，就是为了是一些学
生不在感情上与教师产生隔阂，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实践表明，
融洽的师生情感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从而显著的提高学生的
学习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