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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物理教学中逻辑思维的构建
邵明海

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大寨中学　云南　巧家 6546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教学改革不断深化，优质教育政策的引入使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当前教育工作的重点，逻辑思维

也是不容忽视的事情之一。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大多数学生对物理课程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只是对公式和知识点的记忆，没

有用逻辑思维来思考物理教学的内容。因此，本文提出了培养学生物理逻辑思维的策略，希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

高物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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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学习兴趣，发展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一种高级思维方式，是从生活中的经验所得，
第一次接触物理这门学科的初中阶段的学生，易受到在小学
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具体形象思维影响，容易产生抵触情绪，
造成物理学科的学习质量不高，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教师简
单的教学手段是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很多
初中物理教师仍然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一味地
给学生传输所谓的重点难点，却没有考虑到学生是否有兴趣
进行学习。我们常说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在今后的
教学中，要意识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性，利用多种多
样的教学方法，保证学生能够真正体会到物理学习带来的乐
趣，从而提升他们学习物理的积极性。

二、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保证逻辑思维独立性

现阶段来看，当今的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学生
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观能
动性。将课堂回归学生，给学生充分的学习时间，让学生独
立学习，营造自学“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这
是为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主要渠道。但是在初中物理教学
中出现的一个比较普遍问题就是学生容易跟风、人云亦云，
这显然是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也不利于学生未来发展。

例如，在学习水的物态变化时，如果直接告诉学生升华、
蒸发概念，学生很可能就没有切实的体会和深刻的理解升华
和蒸发的物态变化过程，只是跟着老师随口附和，这样学生
的学习质量显然无法得到保证。教师可以以寒冷的冬天室外
雪人变小来提问学生理解升华现象，以地面洒水变干给他们
解释蒸发，这样学生们就能够很好的理解有关的概念，此时
再让他们思考有关升华和蒸发的日常现象就变得十分容易。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思维是独立运行的，是不依赖于教
师的，久而久之学生的逻辑思维独立性就被培养出来了。

三、鼓励学生设计实验，加强逻辑锻炼

和数学、语文这一类的学科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物理
许多知识点都是建立在实验论证基础之上。其理论结构充分
以数学为工作语言，实验作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唯一标准，
它是当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学科。因此，在进行初中物理教
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通过物理实验让学生的逻辑思维得到锻炼，
一些操作简单的实验教师可以选择让学生自行设计实验并且
进行操作，如光的现象这部分内容，为了让学生更好的记忆
光的色散这个知识点，需要利用三棱镜作为道具对太阳光进
行折射，观察形成的光谱，这种操作简单且无危险性的试验

可以让学生自主完成，保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做好知识迁移，加强逻辑关联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教育
事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初中阶段的物理教学，更是学
生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性学科，如何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素
质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物理逻辑思维，一直以来都是我们
探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教育和学习本质是对前人的正确经验
进行传播和继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扮演的角色十分
重要，想要让学生们获得更加深刻的对知识的理解，就离不
开对学生的正确引导，让他们完成知识的迁移。其一，在自
然科学之间，数学是关于数、形关系和内在联系研究的专门
学科，是科学的各个学科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物理学和化学、
生物学都是研究物质的，只是侧重不同，物理学研究的是研
究物质的表现形式以及物质结构、表现形态的学科；化学是
研究物质之间转化的学科；生物学则是研究生命物质结构、
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其二，各学科“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如生物学中有化学
知识、物理知识；化学中有生物知识、数学知识；物理学中
有数学、化学知识；英语和汉语存在语法、单词以及翻译转
化等。教师如果能够找到这些关联，并且有效的完成不同部
分知识之间的联系，引导学生们发现和理解这些关联，就能
够很好的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

总之，学生的逻辑思维对他们的物理学习有着极其重要
的影响，也决定了未来物理学科是否能够实现新的发展。物
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专注于研究物质、能量、空间、时间，
尤其是各自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物理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
知识，更广泛地说，物理学探索和分析自然界中发生的现象，
以理解其规律。因此，教师必须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放弃
应试教育带来的思维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物理逻辑思维，
不断改进和纠正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从多个维度提高学生
的逻辑思维，确保学生具有最充分的物理学习兴趣，为学生
的发展和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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