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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新课程背景下如何进行高中物理课堂教学 
◆陈定清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摘要：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改革，课程理念逐渐转为以学生为主体，探索

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充分融入课堂，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自主创

新，提高自主动手能力。高中物理课堂上，教师不应该一味的去输出大

量的信息让学生木然接受，而是要以学生为主体。本文将从高中物理课

堂教学流程探索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新课标改革理念，缓解抽

象学科学生难学、教师难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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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学习，基础在于概念的理解，其次在实验的过程中，
深入理解物理概念，从而在此基础上掌握物理学习规律。在不断
的互动教学课程中，提高学生课堂融入度，及时获得学生对新知
识的反馈。因此，我们从以下三方面研究新课程理念下高中物理
教学模式，从而提高学生对抽象知识的吸收，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一、紧抓物理概念，渗透物理思维方式 
盖房子需要稳定的地基，只有将地基打扎实，才有可能盖出

高楼大厦。而概念于物理课程学习而言就是地基，只有掌握了扎
实的概念学习，才能在分析物理问题时，能够将所有的知识点有
逻辑的串联起来。有的物理概念可能官方冗长，这个时候就需要
教师教会学生如何把握物理概念的本质，学习该概念的意义。通
过对物理概念的识记，提高学生的物理思维，抓住问题核心，建
立物理模型。 

例如，在电路学习上，欧姆定律体现的是电阻上的电流与电
阻本身的大小以及夹在它两端的电压的大小之间的关系。在这个
概念中，涉及到电流、电阻、电压等等概念，只有清楚理解这几
个名词的意思以及字母的表达方法，深刻理解欧姆定律公式的形
成，才能在碰到关于电流、电阻问题时，想到该题目和欧姆定律
相关，再将这些概念与题目内容比较，找出真正的考点所在，才
会顺利解决问题。而这只是单独的一个欧姆定律的考察就涉及了
三个名词的概念，在一道物理大题中，可能涉及到还有电阻、摩
擦、串联、并联等名词，都需要学生深入理解定律，深入理解概
念，才能做到拿到新题目不慌张，胸有成竹答题。 

二、调动课堂氛围，构建互动教学模式 
课堂上的互动讨论所涉及的主体是教师与学生，两者之间是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教师要确保学生注意力能够高度专
注，身心能够高度融入到课堂，能够跟得上教师的互动。只有教
师积极地抛出问题，吸引学生注意力，调动学生回答，才能获得
学生积极的反馈，从而形成良好的课堂氛围。 

（一）抛出实际生活现象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由于物理与生活的结合紧密，每节新课程的传授中都能找到

生活中的相关现象，所以教师在互动讨论教学模式中，更多的是
找出能够吸引学生的例子，先激发学生参与进来，才会有之后的
互动过程。同时，可以讲解物理学家的一些故事去吸引学生的兴
趣，可以和其他科目结合，让学生去深一步了解，比如，正是因
为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从而出现了人类第一台电磁感应
发电机，而这个发明相对应的是在历史科目中的工业革命时代。
通过将一些物理知识点与其他科目联合，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
象。 

（二）调动学生动手能力，吸引学生积极参与 
在对电阻的进步一研究课程中，让学生深刻理解串联和并

联，老师可以拿小灯泡让学生自己体验串并联，了解如何串联，
如何是并联，然后联系生活中的一些实际情况，让学生举例子，
说出你所见到的电灯泡之间的关系。这样在不断的思考与提问
中，学生既学到了新知识，也将其深刻运用到生活中去，从而加
速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三）引导性让学生自己提问，自己解决 
在学习万有引力定律时，如何区分动能、机械能，什么时候

用能量守恒定律？什么时候用机械能守恒定律？都需要学生自
己去思考，自己去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教师加以补充。要激发学

生的想象力，去联想生活中相关的现象，并针对学生举出的例子
进行本节课相关内容的提问，并让其他同学去回答，这样不仅仅
能够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而且也让学生用新的视角看待知
识，并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是学生起主导作用，教
师可以在一旁加以辅助和推动。让学生敢于自我想象敢于提问敢
于面对问题，从而使知识得到更好的运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学生才能对自己模糊的知识点有深刻的印象，出现相类似题目
时，才不会迷糊。 

三、落实课堂知识，形成巧妙解题方法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和学生有积极的互动，还需要

在互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带领学生探究物理学
习的好玩之处。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一些物理情景，去让学生想象，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他们体验自己学到的
知识被运用的喜悦之感，鼓励学生提问并积极回答同学提出的问
题，不仅能够检验自我知识的吸收程度。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对知识的吸收程度，创造一
些需要逻辑思维能力清晰才能解决的问题，引导学生将互不相关
的知识点串联起来，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及时给予学生帮助，
及时的对学生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进行点播，鼓舞脑子灵活，学习
能力强的学生更加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更有利于他们在碰到难
题时灵活转变自己的思路，防止一些学生钻牛角尖。 

物理学习很重视物理规律，而在物理解题的过程中，规律也
同样重要。见到哪些关键概念应该想起哪些知识点，都需要老师
引导学生找出一些相似题目，给出了那些相似的条件，这样下一
次在遇到相似的问题时，才会有快速解题思路，节约解题时间。 

物理课程的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一开始的学习过程
中就注重基础知识点的构建，在今后的不断积累中，形成物理大
厦的构建。在这过程中，每一个小的知识点都是不可或缺的，每
一节课都需要教师的把控，让学生在每一节课上都保持高度的注
意力。紧抓物理概念，渗透物理思维方式，这个环节可能很枯燥，
所以需要教师换一种方法让学生接受，那就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
互动教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动脑
思考问题，通过频繁得调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让老师及时
知道学生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程度，及时解决学生对新知识的疑
惑。在积极的课堂互动中，落实课堂知识，带领学生探讨物理解
题思路与方法，帮助学生形成巧妙解题方法，更加灵活应对高中
考试题目越来越灵活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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