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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提高高中物理教学效率新思考
福建省福清第一中学　何　逢

摘　要：在高中时期，物理属于一门重要学科，主要考察高中生思维能力。针对高中
生来说 , 物理乃是科学象征，同时也是全体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高中当中的所有实验都
让高中生赞不绝口，高中学生都在对前人聪明以及智慧加以感叹。而在高中生实际学习期
间会遇到很多问题，进而对其学习质量以及学习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对于此，物理教师应
当帮助高中生清除学习期间的障碍，在对知识加以传授期间，着重培养其科学思维以及综
合能力。基于此，本文在概述核心素养之下提升物理教学实际效率的意义的基础上，分析
当前高中时期物理教学现存问题，进而对提升高中阶段物理教学实际效率的具体策略展开
探究，希望能对实际教学有所帮助。

关键词：高中物理；教学效率；生活现象

前言：在高中时期，物理知识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以及逻

辑性，多数高中生在对物理知识加以学习期间会遇到很多障

碍，很多学生都为了物理解题寝食难安。而在新课改以及素

质教育的宏观背景之下，为让高中生的物理学习变得更加高

效，物理教师需要对现有教学方法进行创新，紧跟时代整体

发展步伐，探究一套能够激发高中生物理学习兴趣，并且促

使教学效率不断提高的课堂教学方法。

一、核心素养之下提升物理教学实际效率的意义
在高中时期，物理教师需把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当作主要

目标，在课堂之上，突出高中生具有的主体地位，对其不同

学习需求加以关注。而且，物理教师需站在所有学生角度开

展教学，不应该只对学优生需求加以重视。而且，教师还需

发现所有学生的需求以及问题，善于发现高中生身上的闪光

点，并且通过和高中生进行沟通以及交流来对教学困难进行

克服，促使其学习能力不断提高。第一，物理教师需对教学

内容进行整合，并且对教学方式加以合理运用，把核心知识

贯穿在教学始末。第二，教学期间，物理教师除了要让高中

生对基础知识进行学习之外，同时还需让其借助实验以及体

验等方式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物理现象进行发现，对物理

规律加以了解，同时可以灵活借助理论知识对现实生活当中

的一些物理现象加以解释，进而提升其物理知识的应用能力，

激发其兴趣。第三，物理教师需紧跟时代整体发展步伐，突

破人为划分的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界限。实际教学当中，

让高中生站在整体角度对物理知识进行感知以及深入理解，

同时在对其物理方面核心素养加以培养期间，物理教师需着

重培养其科学思维、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态度，进而促使教学

效率不断提高。

二、当下高中时期物理教学现存问题
（一）教材概念与规律教学太过书本化

当前，在多数高中当中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教师在实

施物理教学期间，让高中生对教材知识以及规律进行死记硬

背。针对高中生来说，对于一些知识具体含义，其根本不了解，

只是为了应对考试而死记硬背。此种书本化的课堂教学对高

中生思维造成较大限制，并且对其学习效果造成较大影响。

（二）淡化实验教学，高中生的实验技能较低

在经济水平比较低的城市，很多物理教师开展实验教学

期间，仅对实验进行理论讲解，但并不带领高中生进行实际

操作。针对教材当中的分组实验，物理教师并未让高中生进

行真正操作，只是通过模拟实验来替代真实实验。有不少教

师在实验教学期间根本不按照具体实验流程进行操作，致使

高中生在实验期间不清楚具体实验步骤，无法了解实验结果。

（三）知识探究缺少深入性，教学设计过于直白

物理教师在对教学加以设计期间，仅是单纯想要进行个

人表演，并未考虑物理学科的真正内涵。进行教学设计期间，

物理教师经常进行直白简单的表述，并未对物理学科具有的

严谨性以及科学性加以考虑。而且，多数物理教师开展的研

究仅是依靠教材以及讲义来对知识加以讲解，并未对物理规

律加以深入探究，也未考虑物理知识是否可以延伸出什么理

论，是否可以和其他理论进行结合。对知识进行深入研究，

针对多数教师而言十分困难。

三、提升高中阶段物理教学实际效率的策略
（一）结合生活现象开展教学

对高中阶段的物理知识加以学习期间，多数学生都觉得

学习过程十分枯燥以及乏味，而把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物理

现象和物理知识进行结合，能够激发高中生对于物理知识的

兴趣，促使其进行自我探究，进而对学习期间所遇到的一些

难题进行解决。把生活现象和物理理论进行结合，再加上高

中生对自身的知识储备加以有效运用，可以帮助其对物理难

题加以有效解决。教学期间，物理教师需鼓励高中生对现实

生活当中的一些物理现象展开探究，并且重视物理理论和现

实生活间的联系，进而帮助其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入理解。课

堂之上，物理教师在讲解物理现象具体产生原因之时，通常

会把知识经验和现实生活进行结合。例如，进行“传感器”

教学期间，如果教师仅对教材当中内容进行讲解，难以激发

高中生学习兴趣。所以，在课前，物理教师需对和传感器有

关的一些生活案例进行收集，并且借助这些生活案例对传感

器知识进行导入，引导高中生进行主动探究。例如，物理教

师可引入在超市里常见的电子秤，电子秤能够直接用数字显

示物体的质量，读数非常方便，借助电子秤称重的原理是因

为内部的称重传感器发挥作用，引导高中生展开深入探究。

教学期间，物理教师可通过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器材展

开演示实验，以此来集中高中生的注意力，促使其深入了解

物理知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实际运用，进而为其后续学习奠

定基础。

（二）注重实验教学

在物理教学之中，实验教学属于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对

知识进行传授的重要途径。通过实验教学，可以让高中生对

物理奥妙加以体验。由于高中生所学的全部知识基本上都源

自教材，其并未进行亲自验证，即便这些结论都是由物理学

家进行实验验证的，然而高中生依然希望通过亲自动手实验

对物理规律加以验证。通常来说，高中生处在青春期这一阶段，

会对很多事物产生较强好奇心。此时，物理教师需对高中生

这个心理特征加以充分利用，带领其走入实验室，并且让其

对物理世界具有的神秘之处加以充分了解，进而对其学习物

理兴趣进行激发，对其动手能力加以有效锻炼，促使其对所

学知识加以有效掌握。例如，进行滑动摩擦力大小与物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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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知识展开考查；2017 年上海卷高考题第 19 题中结合共

享单车的社会热点进行考查，考查了学生的生活经验、数学

理解能力等；2017 年全国 II 理科卷中第 3 题从我国数学名

著《算法统宗》引入，通过诗歌提出数学问题，注重渗透中

国经典数学文化 . 在试题命制中，加入其它学科的知识，如

自然学科、数学历史等，不仅弘扬了数学文化，提升试题内涵，

还实现了学生多门学科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

二、核心素养视角下高一数学试题的评价方法

1. 多维评价测试结果，准确了解学生核心素养

在试题的评价过程中，教师既要关注学生测试的量化结

果，如试题的得分率与准确率等，还要关注测试量化结果反

映出来的学习方法和过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思维状态和

水平等 . 例如，通过学生测试卷的完成情况，可了解学生对

数学知识点掌握的熟练水平、审题能力、反应速度等，通过

学生对测试题的解决方法，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数学知识技

能的运用能力以及创新品质、实践能力等 . 总之，教师应透

过测试的量化结果，多维分析测试结果，从而全面了解学生

的素养水平 .

2. 以人为本，注重学生思维品质的评价

数学核心素养的理念是以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因

此，教师在命制试题与评价过程中，首先应当树立“以人为本”

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同时，

核心素养视角下，高一数学试题的命制是对学生思维品质的

评价，除了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外，还需要关注

其情感态度价值观、解题方法和过程等，实现对学生思维品

质这一核心素养的评价 .

在高一数学试题命制与评价过程中，如何探索数学核心

素养理念的落实，是教师业务能力的体现，也是提升学生的

数学核心素养与学习能力的主要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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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关系教学期间，物理教师可带领高中生走入实验室，

让高中生借助弹簧秤、物块、木板、砝码等器材完成相应实验。

这样一来，高中生可以亲自动手实验，对其中原理加以探究，

进而对实验进行深刻记忆 [1-2]。

（三）重视知识迁移

其实，物理观念乃是物理规律以及物理概念在人类大脑

当中升华以及提炼出来的。一般来说，物理实验整体教学过

程含有教师讲解、演示以及学生动手进行实验这些环节，高

中生历经实验过程最终得到实验结论之后，通过自身理解以

及消化，形成相应的物理观念。例如，进行“电学实验”教

学期间，物理教师可先带领高中生对初中时期学过的电学知

识进行回忆，之后对新知识进行介绍，这样有助于高中生对

知识进行迁移，可以帮助其对所学知识进行快速理解。

（四）重点培养高中生思维能力

不管是针对哪个学科，思维能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若想

学好学科知识，需要高中生具备思维能力，通过思维能力能

够对人类大脑灵活变通、创新能力加以考验。教学期间，物

理教师需引导高中生主动提出问题，并且对问题进行主动探

究。就现阶段实际教学情况看，多数教师所用教学方法都缺

少创新性，依然把自身当作课堂主体，而多数高中生也在等

待物理教师进行惯性提问，并且在毫无思考情况之下等待教

师对问题进行解答。此种教学模式严重阻碍高中生的自主思

考这一能力发展。因此，这种教学手段不再适用于现阶段的

教育模式。教学期间，物理教师需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着

重培养高中生思维能力。例如，进行“牛顿第一定律”教学

期间，物理教师可给高中生预留一定问题思考时间，之后让

高中生提出自身疑问，这时一些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假

设没有外力作用，物体会做怎样的运动？高中生在提出问题

之时，物理教师可让其他同学稍作思考，之后告诉高中生正

确答案。通过高中生自主提问这个过程，能够培养其思维能力，

并且促使其逐渐形成物理方面的核心素养 [3-4]。

结论：综上可知，当前高中时期，物理教学存在着教材

概念和规律教学过于书本化，淡化实验教学，高中生的实验

技能较低，探究缺少深入性以及教学设计过于直白等问题。

对于此，物理教师需结合生活现象开展教学，并且对实验教

学加以重视，注重知识迁移，着重培养高中生的思维能力。

只有这样，才可促使课堂教学实际效率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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