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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导学案能够为高效的课堂教学打下一定的基础，给学生的学习提

供方向的引导，这就要求导学案的设计必须合理以及巧妙，让课堂教学

成为学生汲取大量物理知识的重要途径。教师在导学案的设计中，必须

以帮助学生构建物理知识结构为目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及时复习

之前的内容，帮助学到将新的知识点和之前的知识点进行联系和总结。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能再一味的自己进行讲解，要将课堂交给学

生，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积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本文主要分析

导学案在初中物理中的应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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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的改革，对物理学科的相关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
求，对学生所要掌握的物理知识也有着更为具体的规范。在初中
阶段，物理学科作为所有学科中的一门关键学科，它能够让学生
通过相关知识的学习，具有更加“科学化”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
的一些事情，让学生能够用好奇的目光去面对未知的世界，能够
在探索中发现问题，并且可以用自己学过的知识来解决这些问
题。物理学科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讲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让学生
能够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运用物理知识来解决难以理解的问
题。这就需要教师重视对于学生物理能力的培养，新课程的改革
中提到了导学案的应用的，如果能够有效的利用导学案，就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现阶段物理教学所存在的不足，帮助学生切实
提高物理水平。 

1、注重导学案教学内容设计的合理性 
导学案简而言之就是要求教师能够根据课堂教学的内容，进

行研究和分析再结合学生的一些看法，设计出能够促进学生自主
探究和学习，并且及时和老师进行互动的一种教学方案。导学案
能够为高效的课堂教学打下一定的基础，给学生的学习提供方向
的引导，这就要求导学案的设计必须合理以及巧妙，让课堂教学
成为学生汲取大量物理知识的重要途径。教师在内容选择上，必
须要结合课堂教学的内容进行合理的筛选，要将本节课的知识点
进行分层，哪些内容是学生容易理解的，可以进行自主的学习，
哪些内容是需要学生之间相互讨论或者通过老师的讲解才能被
接受的。这样进行初步的简单分类，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也能
对教学内容有很好的把握，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
性，一部分问题让那个学生自主探讨和学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对学生不能理解的问题及时的进行补充和分析，较难的一部分进
行讲解，这样有侧重点的教学也能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有些
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可能也使用了导学案，但是教师对于导学案
的内容选择不太合理，又很多知识点超出了学生的理解范围，预
习的时候学生看不懂，这就对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没有一点帮助。 

还有一部分教师虽然将导学案发给了学生，但是却不用导学
案来进行课堂教学，只是为了完成学校的要求，上课依旧是自己
全程都在讲，这样导学案对学生来说就没有一点用处。这就要求
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应该脱离传统的教学模式，适应新
课程改革的要求，教师要合理的运用导学案，将学生从传统的“死
读书，读死书”中解放出来，让学生发现物理学科的趣味性。[1]

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抓住物理学科和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多
从生活以及自然环境中寻找物理事例，来帮助学生充分的理解物
理概念。创设相关的教学情境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课堂教
学形式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学习物理知识，因此，教师还可以通
过创设情境来帮助学生学习。教师在导学案的设计中，必须以帮
助学生构建物理知识结构为目的，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复习之前
的内容，帮助学生将新的知识点和之前的知识点进行联系和总
结，教师还应该注重课后的拓展和延伸，给学生进行相关习题的
讲解，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这样才能有效的建设起高效课
堂。 

2、物理导学案在教学过程中的使用策略 
导学案的内容体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通过学

生自主进行学习的一些知识内容，这就要求教师要提前做好准备
工作，对教材的内容有一定的熟悉，再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
一些符合学生现阶段学习能力的知识，在上课之前将这部分内容
发给学生，并且要给学生制定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可以预留一
些问题，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进行学习。教师可以在这个过程对
学生有疑惑的知识点给予学生相关的指导，让学生能够很好的掌
握这部分的内容，着力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就像在学习“声
音”的时候，教师可以将这部分的预习内容发给学生，让学生通
过自学首先能建立一个声音是通过振动产生的概念。第二个部分
是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讨论完成的，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不同的
小组，让学生在对导学案内容预习的基础上进行相关问题的讨
论，让学生对导学案中具有一定难度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流，教师
要及时发现学生在讨论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将这些问题进行汇
总，给学生充分的讲解，进而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效率。在学习
“融化与凝固”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讨论“冰、水、水蒸气”
这三种形态的区别，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学生不清楚的概
念老师要及时进行补充，让学生了解他们之间的转化关系，从而
了解这个物理变化的相关知识。第三个部分可以对导学案中学习
的内容进行展示和交流，在学生在进行了自主学习和互相讨论的
基础上，教师可以从中选择一些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问题，让学
生自己进行讲解，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让别的学生加以补充。学
生讲解之后，教师要及时的进行评价和概括，帮助学生发现自己
的问题，让学生能够有更大程度的进步。 

3、使用导学案应该注重的问题 
导学案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因此，在课前的

预习过程中，教师要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提前发给学生，并且
在学生进行预习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局限于对某一个学生的指
导，要注意全班学生的预习状况，了解学生对相关内容的掌握程
度，这样也有利于之后教学环节的开展。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不能再一味的自己进行讲解，要将课堂交给学生，将学生作为课
堂的主体，积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帮助学生进行预习和学习，
教师要让学生自主的进行探索，遇到问题学生能够自己解决，简
单的结论让学生自己总结，还要让学生自己构建物理学科的知识
体系，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导学案的使用应该有一定的范围
限制，教师要根据不同的年级制定不同的导学案，并且导学案的
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和适应性，符合学生的学习特点。教师要重视
最后的总结工作，话语要尽可能的简单明了，便于学生的理解。
[2]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导学案的积极作用，帮助初中生提高物理
成绩。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导学案在初中阶段的物理课堂教学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对于物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在现阶
段的初中物理学习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能够及时
创新自己的教学方式，将导学案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引导，给学
生提供学习的方向和目标，从而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以此来提升物理课堂的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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