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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初中物理教学策略研究
刘成军

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中坪中学　550412

摘　要：核心素养是新时代下新课标改革后对于中学教育提出的关键要求，其是指的学生发展中最基础的部分。目前在初中

物理教学课堂中更多地仍然以传统的应试教育为模式来进行教学，难以适应学生的思维发展变化特征，因此，初中物理教学

课堂应紧密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创新教学方式落实新课标的教学理念，让物理能够被学习，也能够被真正运用，让物理学

习更加生活化、科学化。因此，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从核心素养出发不断对物理课堂进行生活化教学、互动化教

学等各种模式探索，从而能够真正地在核心素养的指导下对初中物理课堂开展教学。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学生对物理的学

习自觉性，进而帮助学生进行有效的创新和物理实践，设置不同的社会责任，积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物理精神，这样可

以帮助学生提高核心素养，让学生的健康和心理得到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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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改革使得物理学科教学育人从传统的应试教育中

解放出来，但距离真正实现和提升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需要教师创新课堂教学方式、转变教学理念，帮助学生培育

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品格能力，能运用正确的物理知识和观念、

科学思维和科学态度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能真正的

运用知识解决生活问题实现“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

社会”，并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初中物理教学教材的内容很多都来源于生活，也与生活

中的问题密不可分，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就存在很多物理知

识，需要教师通过创设生活情境来进行合理的课堂教学，帮

助学生学习更多的初中物理内容和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

一些物理问题，感受到物理其实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身边。

比如在学习“声现象”这一章节的学习中，教师可以从课堂

环境和生活环境着手，提前让学生在课堂正式开始前记录周

围的所有声音，使学生逐渐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主动记录

自己的生活环境，还有自己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这样可以让

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能够对课本的知识了解奠定良

好的基础，进而再给学生讲解声音的频率，这些声音能够被

我们听到都是因为它们在人体能够接受的频率范围内，还有

许多诸如蚂蚁叫声、海豚叫声等都是也同样存在而我们听不

见的，这样能有效地提升学习的效果。再如，在学习“噪声

的危害和控制”一节时，教师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在生

活中有哪些让你很不开心觉得很打扰的声音呢？”教师通过

这一问题的引导，可以鼓励学生积极联系生活经验进行思考，

从而回答出很多不同的答案，如“汽车的喇叭声、修建声、

桌椅碰撞声”等，让其回忆和再次联想在听到这些声音的时

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最后让

学生了解到这些内容都属于噪音的范畴，这些嘈杂、频率太

乱的声音容易使学生在课堂上不能集中精力去听讲。这样可

以明显的看出，声音的大小和我们的平时学习、生活有很大

的联系，在声音较大和嘈杂的环境下，我们要不断学习噪音

污染的治理，也要学会加强心理建设，集中注意力。通过这

样非常巧妙地结合具体的学习情境，来导入课堂教学，可以

让学生更深入的理解课本知识和内容，拉近与课本之间的距

离，让学生有足够的学习欲望。之后还应该使学生在课后搜

集更多的声音对于人们身体健康、日常生活、生产工作等不

利影响的案例，从而拓展他们学习的视野，鼓励学生在资料

搜索、交流学习中提升知识储备。

二、营造创新性的物理教学氛围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需要及时的督促学生进行有效

的创新，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需要有比较完整的教学气氛

来强力的支持。教师现在还是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得物

理课堂缺乏生机和活力，单纯的成为教师单向传输知识的主

阵地，对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认识不足，因此学生的创造力

和思考力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教师要逐渐培养学生

的物理创新性，给学生提供一个非常适合学习物理的教学气

氛。教师可以结合学习内容，将课堂演示实验安排在实验室

做，并不断的激励学生合作学习，共同完成物理实验，比如，

在给学生讲解“光的折射”这一章节的内容的时候，教师可

以让学生分组演示小孔成像的实验，让学生能够分组展示自

身的作品，让学生能够得到积极的参与。另外，在电路实验

中，教师则可以依据实验室素材让学生开展学习，自行准备

和动手操作简单的电路，教师可以在黑板上画出一些从简到

难的电路图，再让学生自己动手进行操作和复现，还可以让

学生主动学习物理知识，在创造性的物理教学中进行愉快的

学习，增强对于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三、选择适当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学生的创造性要不断的被激发，创造的思维多种多样，

不过都是可以提高学生的创造思维，有的学生的创造思维来

自于自己的瞬间灵感，心血来潮就有了创造的物理灵感，有

的学生在一起讨论物理知识的时候产生一些创造性思维，都

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因此，教师要选择适当的学习方法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重视学生学习场景的互动性和创造性。

使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主动发问、不要局限于课本中传统的、

经典的解决思路，教师还要多多鼓励学生全面的分析和观察

问题，试图去寻找和发现更多的解决办法和解决思路。例如

在区分水和盐水的物理实验过程当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

尝试：在相同体积下比较质量；在相同质量下比较体积；在

相同深度下比较压强等各种方法，从而从一个小实验中，让

学生讨论思考出不同的物理知识，教师还应该不断地引导初

中学生对所使用的物理实验方法进行全面、正确的分析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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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这样学生们在对比不同的实验方法以后，会更加的拓宽

自己的学习方法，使学生对以后的物理学习更加感兴趣，进

而从整体上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鼓励学生利用身边的物品创设生活小实验

物理学科作为一门生活学科，也是以实验为主的学科，

经常要通过实验设计和操作来加深对于物理理论知识和相关

既有结论的理解，从而有效帮助学生更好的实现物理实验的

科学设计，还可以让学生总结出一些较为简单的物理内容和

相关规律，完善学生的物理知识。因此教师可以通过示范教

育学生，鼓励他们创新性地思考如何利用身边的物品创设生

活小实验，从而激发学生的动手兴趣，培养他们的探究和创

造能力，实现物理与生活的日常有效交互。比如学习三种类

型的杠杆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吃饭时候使用的筷子，

让他们比较用筷子分别夹质量较大和质量较小的食物时，学

生们都是怎么使用筷子的，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容易把食物不

费力的夹起来？让学生亲自体验一下，做出比较和适当的分

析，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杠杆的几个重要特点。在学习“压

强”这一章节，帮助学生探究完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后，

也许会遇到学生违反课堂纪律，教师则可以将物理知识与惩

罚教育结合在一起，让学生站起来并询问他：“为什么大家坐

着，而你却站立？”“请你再回答：是坐着压力大还是站着

压力大？””坐着或站立，哪种情况对地面的压力大？”以及

“当我们坐着和站立，哪一种情况受到的压强大？”学生稍为

思考，联系之前学习过的内容则可以正确地回答：“站立时压

强大。”教师则可以将课堂中的一些小问题和小现象都与课程

学习结合起来，从而让学生在亲身体会的过程中，对压强的

概念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透彻又印象深刻。另外，教师还可

以利用课堂小实验来渲染有趣、灵活、开放的课堂气氛，在

学习“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时，这些物理概念和知识点

相对于初中学生来说有些难以理解，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设计

更生活化的简单小实验，让学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物理知识。

比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准备两张简单的、自然下垂的白纸，然

后努力向他们中间吹气，会发现我们吹气是为了让纸张分开，

而为什么越吹越合得紧？

总而言之，教师要更新教学思想、教学观念，要发掘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潜能，让其较为自由和灵活地进行自

我学习、自我创新。初中物理知识需要更多系统知识培养，

或者周围良好的文化氛围影响，而学生的核心素养大多只能

通过学校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

生活实际问题，使教学回归生活，使得物理走向生活、再从

生活走向社会的教学理念得以实现，从而能够真正地将物理

教学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凸显物理学科魅力与价值，

也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够在未来真正地运用所

学的物理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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