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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策略分析 
◆仇志广 

（西藏山南市措美县中学  西藏山南  856900） 

 
摘要：因为人们的核心教育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以，在新课

程背景下进行物理教学模式的重构、工作计划的调整，就显得非常必要

且关键。我们教师理解学生、尊重学生，重点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可

以优化教学效果，还能提高教学质量；而学生们主动做课堂的主人翁，

通过参与实验，动手操作，更好的增强实践意识，未来，才能去创造属

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为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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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以前，单一固化的授课方式，枯燥乏味的学习氛围，
无法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甚至使学生衍生出了严重的抵触情
绪，教学的质量很差，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在新课程的背景下，
我们不妨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原则，去构建全新的课堂模式，
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性格特点，展开有效指导，组织练习活
动。如此一来，初中生真正学好物理这门课程将会变得更加指日
可待。继而揭开素质教育的崭新篇章，促进了教育现代化进程的
持续加快。 

一、创设概念冲突情境 
很多物理知识都能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生活现象可用物理概

念去解释。初中生有独立的认知需求，喜欢参与形式多样的课堂
活动，要想促进学生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就要创设
概念冲突情境，通过目标的引导，内容的补充，让他们主动投身
于知识的海洋，分析常见物理现象，从而提高思维能力。保证学
生不被原有的思维定式所局限，透过物理现象发现其本质，能为
后续教学工作的推进奠定下良好的基础[1]。如在教学“平面镜成
像”这一知识点时，教师提出这一问题“当人离镜子越来越远时，
镜子里所显示的像会越来越大，那镜子中所显示的像是真的变化
了吗？”这与平面镜成像的物理规律是相互矛盾的。为使学生对
这一物理知识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教师准备了两支相同大小的蜡
烛，并在平面镜前对其进行移动，组织学生进行平面镜成像实验，
最后经过测量学生发现，其实蜡烛和平面镜里显示的像的大小是
一致的。此时，教师接着提问：“为什么太阳看上去那么小？”
这一问题提出后，学生恍然大悟，原来是视觉错觉的缘故。这一
教学过程拓展了学生的物理思维，还培养了他们积极探究的好习
惯。 

二、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心理学告诉我们：“创新思维就是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

在头脑中创造出事物的心理过程。它是创造力的核心，创新思维
能生成前所未有的思维成果。”所以，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
要尤其重视学生的创造思维培养，提高其创新能力。笔者认为在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中，合理创设创新氛围，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参
与兴趣，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加深印象，提高教学效率，而且还
能能唤醒其全体学生对知识的认知系统。如在讲“浮力”的时候，
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一个水盆和几只乒乓球，探索下
浮力的原理及影响因素。通过这样的营造使学生亲身有所体会，
增加对知识的渴望，增加自己的参与欲望。因此，教师要多多掌
握创设创新氛围营造的技能，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知识内容等
进行选择与利用。提高的途径很多，比如相关研究文献的阅读，
书籍的翻阅，网络搜集，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 QQ 聊天，在线交
流等。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教师的交流对自身的能力提高是非常
重要的，教师要积极给予重视。 

三、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良好的观察力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来说有着重要作用。

因此，初中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借
助教材引发猜想，让学生多观察、多反思、多创造，最终优质的
完成学习任务。如在讲解“温度计的使用”时，在具体教学期间，
教师应当结合实验目的，对学生进行适当引导，使学生可以带着
学习目的对物理现象进行观察，通过该方式使学生的定向观察能
力得到提高。同时，教师应当让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液柱的改变

上，让学生对液柱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这样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带着目的对目标进行观察，让学生分组对观察的现象
进行讨论分析，同时结合所学的物理知识，分析物理现象，最终
学生探讨后得出：利用液体热胀冷缩的原理，温度计内液体受温
度变化影响，液体的体积将会发生变化，引起液体液面上升与下
降。 

四、充分活跃逻辑思维  
初中物理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多措并举，始终不忘对学生逻

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概念理解、公式推导、实验探究、习题解
答等方面时时强化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物理
概念及规律的掌握，还强化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进而提高
学生缜密思考、严谨处事的能力[2]。如在“牛顿第一定律”教学
时，可以通过利用斜面小车实验培养学生的分析、概括及推理能
力。首先让学生认真观察斜面小车实验，分别通过毛巾、棉布、
玻璃的不同表面使力推动小车运动，让学生记录当撤掉使力后小
车的滑行距离，并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结论：阻力越大，小车滑行
距离越小。此时，学生会提出疑问：“当阻力与小车运动的作用
力相同时，小车是不是静止不动，或当小车运动的表面无阻力时，
其运动是不是一直维持下去？”这时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
实验与验算去推出结论，最终得出肯定的答案。然后，教师可以
将伽利略的实验结论引出：“运动的物体，如果受到的阻力为零，
它的速度将不会减慢，将以恒定不变的速度永远运动下去。”随
后将笛卡儿对伽利略推理结论的补充（物体如果不受力，运动方
向也不会改变）和牛顿第一定律的概念（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
的作用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告知学生，并
让学生认识到牛顿第一定律是用科学推理方法概括出来的，而定
律是否正确仍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通过这样的概念推理教学，
进而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及总结等方面的能力，使学生深入掌
握物理概念，有利于学生进一步运用物理概念分析与解决问题。 

结语： 
总而言之，加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必须因地制宜，从点滴做起，从教学常规做起，关键在教学实践
中不断总结，由实践上升为理论，努力地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从
长远来看，启迪学生主动地积极思维，通过自己的思维活动把书
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财富，对学生的素质水平也是十分有利的。 

参考文献： 
[1]熊安新.让学生的思维飞一会――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J].亚太教育，2016（22）：87-88. 
[2]朱正华.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J].中学生

数理化（教与学），2016（02）：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