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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探究核心素养下的初中物理有效教学策略 
◆温万峰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登畲中学）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逐步推进与深入，核心素养已受到广大教育工作

者的关注与重视，核心素养的提出也为探究教学策略和模式提供了教学

支撑。物理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工具类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学习物理过
程中必不可缺的一种能力与必备品格。基于此，将针对如何在核心素养

下构建初中物理教学策略进行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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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初中物理教学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教师讲、学生
听，教师演示、学生看，教师问、学生答，多数采取注入式，满
堂问、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教师没有创设问题情境，学生很少有
质疑的机会，缺少师生互动交流，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也不多，
教师也缺乏对物理教学深层次的研究。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和培
养核心素养的的要求，这需要我们广大的教师积极转变教学模式
和教学策略。下面本人就结合在实际教学中如何有效优化物理教
学策略的几点体会和大家共享。   

一、创设物理生活情境，让学生体会到生活处处皆物理。 
物理课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的课，所以要让学生悟

出物理本质，需要教师有很强的知识功底和很强的实践动手能
力。在教学知识体系中引领学生认识生活中的物理，认识与书本
知识的联系，学会解释物理现象。成功的物理教学要受到许多因
素的影响，诸如教师、学生、教学方法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要数情境的创设了。因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往往来自
于一个充满疑问的情境，没有问题的教学，在学生脑海里不会留
下多少痕迹，也不会激起学生思维的涟漪。物理是来源于生产、
生活的，同时也是服务于生产、生活。如何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
学习物理的积极性，就要创设好的情景使学生有所体会。  

如在学习“大气压强”这一课时，我模仿街头“气功”大师，
舒展筋骨，用力憋气、打拳运气、伸腰跺脚等一连串虚张声势的
动作，迅速将一只手插入半盆水中，大喊一声，脸盆竟然用单手
吸了起来了。同学们目瞪口呆。看着学生疑惑的表情。我把手伸
出，露出一块塑料吸盘。其实是用手将吸盘内空气挤出后，把脸
盆吸了上来。这就是利用大气压原理。同时也揭穿了生活中所谓
的“空手取物”骗子表演。   

适宜而又有趣的生活情境能唤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启发学
生进行积极的思考、探索，学生在有趣而新奇的情境中具有强烈
的探究欲望，急于知道为什么，从而为学生的上课提供了动力保
证。在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中，我们常常要从生活实际中引入一些
实物、场景，让学生依托这些情境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学习物理、
体验数学、理解物理。 

二、营造高效的教学情境，引起学生的科学探究欲望。 
要想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有效地加入对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

内容，营造生动直观的教学情境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使用多种
教学方法来营造真实、轻松地教学氛围，能够更好地引起学生对
于教学内容的了解和探究欲望。教学情境的创设在新课导入时
期、课堂中间时期或者课堂即将结束时期都可以进行。日常的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联系实际内容，注重运用周边的物理现
象和简单易操作的物理实验等方法来营造形象、直观的教学氛
围，恰到好处地引发学生内心潜在的探究欲，不断提高他们的学
习积极性，循序渐进地建立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例如，
在教授到“声音的产生与传播”的相关内容时，可以通过在讲台
上展示笛子、吉他等常见乐器，使学生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乐器的
发生原理，切实的感受声音的变化；在学生学习“凸透镜成像”
时，可以提前要求学生组成若干小组，自备凸透镜，这样就能帮
助学生在课堂上自己探究出成像规律，此外，还可以协作制作望
远镜。 

大部分学生都对立体直观的物理现象具有很大兴趣和好奇
心。教师通过把一些神奇的物理现象真实的展现在学生眼前，能
够更好地激发出他们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探究欲。例如，在讲到“透

镜”这节内容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一个凸透镜正对着强烈的
阳光，在透镜另一侧移动白色餐巾纸，让纸燃烧。让学生观察所
会发生的变化，了解到透镜会聚的原理及掌握测量焦距的方法。 

三、充分利用微视频资源，开展小步调教学。 
要想取得良好的中学物理教学开展效果，教师要善于对教学

知识进行细化。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慢镜头播放物理现
象的演变过程，师生之间要对物理过程和规律进行讨论与探索，
学生要细心观察物理现象，进行思维活动。在探索讨论中，教师
要善于帮助学生理解物理现象和物理过程，进而实现物理核心素
养的导向目标。例如：在机械运动教学中，要利用录屏软件展示
骑自行车、鸟儿飞行等机械运动的教学情景，师生要共同对物体
运动特征进行分析与总结，理解机械运动的相关知识。再利用慢
镜头播放在行驶火车上坐着的人、站台上站着的人以及分别坐在
两列同方向运动的火车上的人相互观察的短片，对两个人看到的
不同情景进行探索。 

四、合理设置延伸性问题，培养学生的发散思考能力。 
在进行课堂实践教学时，教师可以结合课程的实际内容向学

生提出一些延伸性、拓展型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在一些通常的内
容教学中设计一些突破常规的、需要逆向思维思考的问题，另一
方面，可以在比较简单的知识层面上设计一些更加复杂的问题，
或者在单一内容中设计涵盖多方面知识的问题，用这些途径促使
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深入性，可探究性，这样他们会逐步对这些问
题进行细致、全面的探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也会在练
习中不断得到改善，进而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教授“密
度”这节课时，可以向学生提出如何使用一只量筒和适量的水来
估测出一根粉笔的密度的问题。测量固体密度的途径有很多种，
但其都需要运用到一个基本原理即密度=质量/体积，学生通过测
量物体质量和体积数据就可得到结果。大多数学生会运用到排水
法来测量不规则固体的体积，但是如果水未装满到溢杯口会导致
测量误差较大；再比如测液体的密度实验，怎样设计才能做到误
差最小，这时，学生会运用发散性思维方法来找到解决的方法。 

目前核心素养作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体现学生心理认知、价值观、知识积累、技能掌握等多方面能
力的同时，也是帮助学生深入学习、适应社会需求、提高综合素
质的重要保证。不同的教学模式和策略在各个方面对学生核心素
养的培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要发挥自身的协调、引导
作用，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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