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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初中物理知识难点的形成与突破 
◆陈达荣 

（屏边县第一中学） 

 
摘要：初中物理教材各章有各章的难点，各节有各节的难点，每个知识

点有每个知识点的难点，有些难点是由知识本身的抽象性、客观性造成

难以理解形成的，有些难点又是由学生本身的理解能力、准备知识的不

足等主观性形成的，本文就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对形成教学难点的原

因进行初浅的分析，并对突破难点的主要途径做简单的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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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就是教材中学生难以接受，教师感到难以处理的内
容。初中阶段，学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在不断地形成与
发展，抽象的概念和规律不易理解和接受。在物理教学中，如何
突破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帮助学生找到学习知识的窍门和解决问
题的突破口，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提高教师业务能力的重要环节，
也是物理教学中“授之以渔”的重要课题。下面就针对形成教学
难点的基本原因及突破难点的主要途径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一、形成教学难点的基本原因 
1.相关的准备知识不足 
物理学本身有着严密的知识体系，教学内容的安排也是一环

扣一环的。这就决定了物理教学要有一定的系统性，注意前面学
习的物理概念和规律要为后面的学习打基础做准备，后面的学习
要充分利用前面的准备知识，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如
果对这一点注意不够，往往就会造成教学上的难点，给学生的学
习带来困难。 

如浮力一章在研究物体所受的浮力和浮沉时，就需要大量地
联系和综合运用前面学过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又如密度的概
念、重力 G = mg = ρVg、二力平衡和平衡条件、压力和压强、
液体内部的压强的计算等。学生在计算物体所受的浮力时，常常
由于前面某个环节上的准备知识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而使浮
力的学习受到了阻碍。因此，在分析教学难点时，不能只注意产
生困难的知识点本身，还要看到准备知识的掌握情况。 

2.思维定势带来的负迁移 
迁移原理是教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正向迁移有利于学生在

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掌握新知识，但思维定势引起的负迁移却干扰
对物理概念与规律的正确理解和掌握，给物理教学带来困难。如
对惯性概念的理解，学生往往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认为物体的
惯性与它的运动速度有关，速度越大，惯性越大。这个错误观念
在学生学习物理以前就已经形成，尽管学物理时再三告诉他惯性
是物体的固有属性，跟物体的运动状态无关，但一碰到具体问题，
思维定势仍然在起作用。如认为车子开得快不容易停下来，开得
慢容易停下来，是由于两种情况下车子的惯性大小不同造成的。
他们很难于真正理解惯性的概念。 

学生在学习物理公式之前，已经学过大量的数学公式，因而
习惯于用数学公式代替物理概念。如学完物体的浮沉条件以后，
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一艘轮船停在海面上，船上放下一个悬
梯，梯子露在水面上的长度是 1 米，如果海水开始上涨，每分钟
上涨 5 厘米，10 分钟后悬梯在海面上的长度还有多少？”相当
多的学生认为 10 分钟后悬梯露在水面上的长度还有 0.5 米。这
就是因为不少学生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心理倾向，见到数
字就想到运算，很少再从物理意义去思考问题。这就影响和阻碍
了学生对物理概念和本质的理解，造成一系列的思维障碍和困
难，形成教学的难点。 

3.概念相通，方法相似，容易混淆 
有一些物理概念，其内涵或外延有某些相近之处，掌握这些

概念如果不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常常被表面上某些相似
所迷惑，造成理解和运用上的错误，致使学生感到掌握这些概念
很困难，甚至有的长期困惑不清，影响到后续课的学习。如全部
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的浮力大小为 F = ρgV，液体内部压强
公式为 P = ρgh，两个计算式很相似，容易混淆，而且浮力和液

体压强有某种联系（浮力大小等于物体上下表面所受的液体的压
力差），因而造成学习上的困难。有的学生常常用计算液体内部
压强的公式来计算液体中物体受到的浮力，而且总是认为物体受
到的浮力大小和它浸在液体中的深度有关，浸得越深，受到的浮
力就越大。 

4.思维过程复杂而感性认识欠缺 
初中学生对物理概念的学习往往需要从具体的感性知识入

手，但如果学习缺乏感性认识，思维过程再稍微复杂一些，就会
造成学习上的困难。如学生对容器底部受到液体压强很容易理
解，但对容器侧壁也受到液体压强，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容器盖也
会受到液体压强，由于缺乏感性认识就很不理解，因而形成教学
上的难点。 

5.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不当 
教学难点有的是由于知识内容本身的性质特点造成的，也有

的是由于学生的思维和心理障碍造成的，还有的是由于教学要求
和教学方法不当人为造成的，而知识本身学起来并没有什么困
难。初中学生学习物理的思维特点是，习惯于从特殊到一般的归
纳推理，即从有代表性的感性事物入手，归纳出它的本质特征和
共性，得出概念和规律。初中物理的绝大部分概念和规律都是这
样得到的。如果不注意这个特点，同样的内容用演绎推理的方法
来讲解，学生就会感到不好接受。这显然就是由于教学方法不当
而造成了难点。教学要求要符合初中学生的实际，要求过高，也
会增加不必要的难点。如浮力的计算，现实教材要求并不高，计
算也不复杂。但浮力问题的类型较多，解决方法灵活多变，在分
析能力的要求上有相当的难度，比前面几章是一次较大的飞跃，
因而教学要求一定要得当，一般不宜超过教材的教学要求。从教
学实际情况来看，浮力教学中的不少难点是因为要求过高造成
的。 

二、突破难点的主要途径 
教学中的难点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突破教学难点要有针对

性，要根据上述形成难点的原因，分别采取不同的途径与方法。 
1.注意分析研究学生学习物理的心理特征和思维规律 
教学中的不少难点都带有共性，这说明难点的形成和学生自

身的思维习惯、认知特点有密切关系。教师要注意总结学生的认
知规律，在教学中做到既适合学生的认知结构，又改造他们不合
理的认识结构，以达到克服难点以致从根本上减少难点的目的。
这是我们突破难点的一条重要之路。 

2.分散知识难点，分解教学要求 
许多教师在教学中都总结出了重点要突出、难点要分散的经

验。分散难点确实是解决教学疑难问题的有效途径。要想做到难
点分散，就必须分解教学要求。对于某些难点，不能企图一次就
达到要求，而要有一个逐步掌握逐步深入的过程，这样会大大减
少难点的形成并有利于难点的克服。如浮力的教学中，除教学要
求过高外，要求过急也自然地形成难点。在解答浮力问题的要求
上应该是有层次的。首先应该要求学生会计算浮力，掌握物体的
浮沉条件，然后再把二者结合起来。急于要求学生做大量的综合
题，他们就会感到浮力很难，理不出头绪来，大大增加了学习难
度。注意控制综合的时机，分散难点，在教学中十分重要。 

3.加强物理实验 
充分发挥表象的作用。不能在头脑中形成物理图像和展现物

理过程，常常是学生出现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重视物理实
验，通过实验展现物理过程，并充分发挥通过实验所形成的表象
作用，对于形成概念，认识和理解物理过程有很大的益处，因而
也是突破难点的基本方法。 

学无止境，教无定法，教学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只要我们
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就会找到更好、更科学的突
破难点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