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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物理新中考的教学策略 
◆吴金木 

（福建诏安县桥东中学  福建漳州  363600） 

   
摘要：基于物理新中考，结合平时的教学实际，从物理教学中坚持以人

为本、重视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教学、在物理教学中注重锻炼逻辑思维能

力等几个方面，阐述其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的

意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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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开始，福建的物理中考实行全省统考。为了体现
“初高中衔接”的理念，物理的中考从“以前的较易”变为“较
难”，侧重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方法以及基本技能的综合
应用。学生要熟悉物理情境，排除一些比较复杂的物理情境，并
深刻理解物理规律，才能在新中考中应对自如。毕竟物理的新中
考要考查物理学科所关心的核心素养，并不是用一些非常复杂的
情境来考查学生。 

一、在物理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 
物理学科的设计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教师要

立足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认知基础，联系学生的学习实际，因材施
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创造和谐、自然的学习环境；关
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使每个学生的学习潜能都得到发展。教师就
要适时放手，让学生参加教学活动，这不等于放任自由。放手要
选准时机，大致可以在有规律可循处、易乱易混处，不在意处以
及知识实际应用处自己探索，摸清自己的认知前提，重视获取知
识的过程，培养良好的学习情感。 

学生一定不能只重视知识的掌握，而轻视学习方法和学习能
力的培养；不能只熟记各种公式和结论，而缩短公式和结论展开
的学习，这样会学得很累， 后脑海一片茫然。教师要让学生自
己看书、自己实验、自己探索、自己应用等形式独立去获取物理
知识。 

学生的物理学习要达到“立德树人”。教师必须把落实科学
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思想，充分挖掘义务教育
物理课程的德育内涵；在物理教育教学活动中渗透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培养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以及可持续发展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学生要感受美的物理知识。追求美，如同追
求真一样，是物理科学家们进行研究的目标。因此，物理学本身
是美的，物理学习中也处处蕴含着美，不断地发现美，感受美，
甚至创造美，可以激励学生不断地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物理课
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简洁与深刻，统一与奇异，模型与
对称，状态与过程等等。欧姆定律的公式 I=U/R 形式简洁无比，
但却成为指导人类进一步认识电学规律和从中去获得深刻认知
的基础理论，其深刻无可非议。在对分子、原子、原子核等微观
粒子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中，人们不断深入和细致的认识物质结
构，建立与修正一个个物理模型。物理模型与对称充盈其间，无
不让人心神荡漾。 

二、重视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教学 
虽然现在物理新中考的试卷偏难，但相当一部分的题材都取

自于课本。教师要用好教材，回归教育的本真。学生应回归教材
而不是去通过做大量习题来提高分数、成绩。今年开始高考改革
为“3+X”，学生想要进入国内顶尖高校，物理将是绕不开的一
门学科。物理是学生综合能力的“试金石”。一个人的智力水平
和学习能力如何，通过考物理 容易鉴别。 

一节课 45 分钟，不少教师在教物理时，为了节约时间，不
太重视物理概念和规律，认为学生学好物理关键在于多做题，对
那些定义、定律知道大概就可以了，其实不然。教师要充分利用
教材，可用插图，节前问号，故事，实验等，寻找一些与认知不
一致的外界事物，促使学生在脑中产生认知冲突和碰撞，激发学
习欲望，主动去仔细看，用心读，认真想，花时做。要求学生课
前必须对教材进行详细分析：哪些是旧知识，哪些是由旧知识发

展起来的新知识，通过自学，讨论后再解决；哪些是一定需要通
过老师“精讲”启迪“深思”的，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听课
效率。 

学生在课堂上要努力实现认知上的飞跃，需要教师对知识内
涵、外延的指导，采取“追、补、记、辨”的对策进行教学。“追”
就是让学生追读知识的重点部分，思索其中的关键；“补”就是
学生学习自己还掌握不好的基础知识及时补上；“记”就是学生
动笔在书页的“天头”、“地脚”空白处加注自己对问题的看法，
对知识的理解，也可记“空缺知识”以及个人创见；“辨”就是
指将该知识与易混知识进行对比辨析。总之要求学生不但能“读
进去”，还要能“走出来”。“读进去”是对知识进行剖析过程，
“走出来”则是以整体上认识该知识的过程，实现“从生活走向
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若把物理比作大厦，概念和规律就是
基石和钢筋框架。基础不牢，怎能建起雄伟壮丽的大厦呢？ 

每个概念和规律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既存在联系也存在
区别。要真正掌握和运用物理知识，一定量的练习是必要的，关
键在于明确目的。从练习中体会概念和规律的应用，明确问题的
解题思路，掌握基本的分析方法，是物理练习的目的所在。教师
要引导学生弄清概念和规律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使学生加强
知识与生活、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等的联系，了解概念，规律在
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形成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意识。 

在物理教学中教师应当注重学生的实验、探究。通过实验探
究教学，学生会合理设计实验、探究活动，在实验探究中理解概
念，发现规律，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发展实验能力和探究能力，
提高科学素养，培养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 

三、在物理教学中注重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物理是一门非常综合的学科，能考查数理逻辑能力，计算能

力和记忆能力。因此，学生若养成逻辑思维，将受益终身。物理
教学要使学生不断扩充知识，自我调节，达到运算模式的再组织。
将实际问题转化为物理问题，运用物理方法描术处理现实世界的
问题。学生要大胆尝试解答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课题，在脑思
手练的过程中从更深层次上去触及知识的内核，从而掌握知识的
实质。 

物理是有用的学科。天天在传的网络谣言，如微波炉有害等，
有一些物理学基本常识就不会被误导。再比如电信诈骗猖獗，有
一些学物理锻炼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不会被骗。所以从初中开始教
师就一定要教好物理，千万不能让学生因为不喜欢就放弃。 

物理学习能使学生发展科学思维。教师要驾驭知识而进行思
维训练，尤其要注意处理好训和练的关系，明确知识点和技能训
练点。学生自己组织进行编、变、散、收等动态训练。“编”就
是根据自己对知识的理解编出一些题目来互相考查。“变”就是
对课题的“题设”和“结论”进行互逆思维训练。“散”就是进
行一题多解训练，通过互相启发，共同提高。“收”就是思维的
收敛过程，通过互相比较，择出大家公认的 优解法的过程。 

平时学生投入到浓厚的物理氛围，在脑中激起层层的思维浪
花，及时捕捉到课本的重点和难点，不失时机地加以思考，可以
在知识的关键处、产生处、转折处、学法渗透处，思路开拓处有
所启发。教师要在创设思维氛围上，促使学生知识迁移，发展学
习能力，培养思维品质，感悟科学方法的应用，从而形成终身学
习的意识和能力。 

在新中考的形势下，以上几个方面的教学策略一定可以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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