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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demand for innovation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opening a new page for the education reform. With 
the new round of curriculum reform,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impart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physics 
experiment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angles, so that they can have more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thinking 
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experiments and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in high 
school, then analyze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experiments in high schools, and finally proposes the path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experiments in high school,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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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视域下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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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正在逐渐提高对教育产业的革新需求，为教育改革揭开新的一页。随着新一轮的课改，高中物理教师在开展实验教学
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同时也要注意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对物理实验给予足够重视，从多方面、多角度
对学生进行培养，使其具备更加综合的科学思维能力。基于此，论文首先对高中物理实验教学及学生科学思维进行概述，
紧接着对目前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在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的路
径，以此来供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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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高中物理新课程标准核心内容是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质为中心，其主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实验是高中

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应该对物理实验教学方法进

行改革，对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确定教学目的，制定一套科

学的教学计划，让学生主动地参加到物理实验中来。此外，

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探索欲，促进

他们的科学思维。

2�物理实验教学与科学思维的概述

2.1�物理实验教学的概述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实验教学是很关键的一环，它能

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和理解物理现象，给学生提供一种直观

的、具体的实际操作，将抽象的物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验

现象，从而增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在实验过程

中，学生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和观察仪器，在实验过程中存在

的错误和偏差，可以促使他们主动思考，寻求解决方案，并

训练学生的解题能力。另外，物理实验教学也可以给学生创

造一个对物理规律、物理知识进行探究的机会，有助于他们

建立一个良好的思维系统，使认识层次和科学思维能力得到

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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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科学思维的概述
所谓的科学思维，就是学生在对物理的基本概念规律

有了深入了解以后，在构建出一个物理概念的基础上，使自

身拥有一种独特的使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科学

思维还应当包含思维迁移能力，在相似的物理场景中，可以

精确地调动现有的经验，选取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也就

是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举一反三的能力，而建模对于培养学生

的思维迁移能力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为每个学生的人格

特点不同，所以他们的科学思维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别，在教

育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其认识与心理上的不同。

3�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教学准备工作不充分
在进行高中物理实验教学前，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

作，不仅要找到合适的实验案例，还要制定实验教学方案，

并且要准备好实验教学所需的仪器，这是实验教学课程的主

要准备工作。然而，由于高中物理教师的实际工作负荷较大，

在备课时难免会出现一些遗漏。

3.2�教材缺乏针对性
在实际的物理实验选材过程中，要让学生对物理定理、

基本概念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把握一些基本的物理现象和规

律。然而，从现有的实验教学案例中可以看出，教师过分注

重课本上的知识，所选取的物理实验缺乏针对性，不利于学

生对典型物理定理的理解 [1]。

3.3�缺少实践操作机会
在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下，目前高中物理实验教学

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一些教

师过分注重学生的考试结果，经常将有关的物理知识向学生

强行灌输，造成学生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物理知识体系，

无法深刻理解物理知识的内涵。此外，一些学校的实验设施

也不够完善，教师在进行实验教学时，由于缺少实际的操作

机会，会造成课堂教学非常沉闷，使得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

知识，从而丧失对物理知识的兴趣，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

应用能力、思维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都有很大的影响。从实

质上讲，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不能使学生的学习热情得

到最大限度的激发，也不利于培养他们的核心素养。

4�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
重要性

4.1�有利于增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教师起到辅助作用，对学生进行

指导和持续提高自身能力是教学重点，其中，对学生的科学

思维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可以让他们对高中物理的认识更

加深刻，还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经过严谨的思维分析，

能使学生养成科学逻辑分析的学习方法，在遇到困难的时

候，能快速地进行逻辑分析，实现高效学习、轻松学习。另

外，科学思维是指在长期的积累和分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

种逻辑分析能力，通过对物理的逻辑分析和层层推理，逐渐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让学生可以自主地进行学

习，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4.2�有利于学生形成理性思维
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的培养，能够让他们打破原有的、

固定的思维方式，让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和科学地分析问题，

在循序渐进地引导下，让学生能够独立地发现、分析并解决

问题。在此基础上，学生能够自主地归纳出物理知识中的要

点、规律，培养合理的思考能力。在理性思考的过程中，学

生能够独立地研究问题，以一种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同

时还能独立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方案，这对学生理性思维是有

帮助的。

4.3�有利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
科学思考能力的培养，可以让学生能够以系统和逻辑

的方式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分析和应用

逻辑思维。首先，要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物理学知识，从有关

的物理现象出发，通过合理的分析、推理，提高对物理知识

的认识。其次，通过对物理现象与问题所蕴含的物理知识的

分析，从物理状态、反应过程特征等角度，对物理现象以及

其中所蕴含的物理含义进行判定，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

径。最后，通过对一个物理问题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其背

后的物理规律，然后应用到自己已有的知识当中，进行综合，

进而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获得最终的结论，有利于学

生解题分析能力的发展。

5�新课改视域下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
生科学思维的路径

5.1�创造良好的实验教学情境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实验是最重要的一环，教师可根

据实际情况，对实验教学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创造符合课

程内容的实验情景，引导学生积极地开展实验与探究，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在教学情境中为学生留出更多

的时间，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让他们在

物理实验中更专心、更仔细，从而构建出一个完备的物理知

识体系，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严谨的实验态度，

促进他们的创新思维。其一，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实验情

景，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了解，激发学生对实验的

兴趣。比如，在教学《自由落体运动》的有关知识时，教师

要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想象一片叶子落地、一颗

苹果落地的画面，然后再用两个重量不一样的物体做试验，

归纳出自由落体的特点。与此同时，将学生积极地将生活情

景与所学的知识相结合，在生活中寻找到“自由落体”现象，

从而加深对知识的认识。其二，运用提问、归纳等方法，使

学生更好地理解自由落体运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

国内主要科研成果，进一步深化对自由落体运动规律的理

解。在对自由落体运动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之后，教师才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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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评估，并辅以适当的辅助教学，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

知识系统。因此，教师可以利用情景创设等方法，就能使学

生们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教师也要多鼓励学生，让他们

发挥想象力，有效地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把其所学的知识

和现实生活现象联系起来，这正是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发展

过程 [2]。

5.2�设置科学合理的物理问题
在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科学思维涉及许多要素，如

分析、推理等，但在探索实践中所有的要素都能得到发展，

要使学生对物理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能自主地进行探

索与思考，这对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在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为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

以设计出一些带有探究性质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使他们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独立分析验证问题。经过这样

的反复练习，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考能力。例如，在

讲解《摩擦力》这一章节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先把一支钢笔

放在桌子上，再把其往桌子上一推，让学生观察这一过程。

然后，向学生提问：“为什么这支钢笔最终不动了？”这一

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生活中也经常会碰到，但实际上

却和物理教学知识密切相关。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可以对

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在此过程中，教师还可以拓展学生对

摩擦力的理解，由此引出更多的关于摩擦力的问题。所以，

通过对问题的探索，这样既能增加对物理的了解，又能说明

一些生活中的物理现象，逐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5.3�为学生提供实验操作的机会
学生参加实验并不一定要遵循教师设计的步骤，教师

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积极地设计、实施实验、

分析和总结实验。实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中，演示实

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节省教学时间，使学生能够理解实验的

过程和意义，但是，这样的教学模式难以引导学生进行创造

性思考，导致他们对教师所讲的知识进行被动地吸收。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要给学生创造一个独立的实验环境，在实际

操作中，体会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从而提高

他们的科学思维和创造力。比如，在讲解《匀变速直线运动》

时，有些学生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所学的知识，实验缺少科

学性，达不到他们想要的教学效果。教师要给学生讲解相关

概念的具体含义，引导他们优化试验，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

首先，在进行实验教学之前，教师要明确目标，引导学生主

动分析实验目标，并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制定出符合自己

实际情况的实验计划。接着，教师检查、补充学生的实验方

案，并就实施方案中的步骤和注意事项给出一些意见，以确

保实验的顺利进行。因此，为了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按时参

加实验，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生进行小组授课，以达到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

5.4�布置创新性的课后实验作业
为了让学生在物理学习上具有扎实的知识基础，教学

需要在课后给学生安排一些创新的实验任务，引导学生在课

外主动地进行物理实验操作，激发他们对实验的内容产生浓

厚兴趣，并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这样才能让知识运用能力得

到更好提升，以此来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例如，在学习《电

磁感应》这一教学内容之后，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

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创造性的实验，如“做一个无线音乐

盒”。在进行设计时，将面临诸多困难，例如无法进行无线

远程控制等。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要注重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指导他们进行思考、假设、验证、试错等过程，使其创造性

科学思维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3]。

5.5�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思考
在物理实验教学课堂上，大多数的物理教师都会对教

学进行总结，然后进行评估和反思，以此来提高自身的教学

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但学生却很少在课后进行知识的归纳

和思考，这对发展他们的科学思维能力具有不利影响。在课

后，教师要对学生进行一次系统回顾与总结，对学习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反思，并且对课堂上的知识进行整理，使他们能

够通过归纳来巩固自身所学知识。例如，在教学《原子核》

这一内容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画出思维导图，用思维导图

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内容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将

这些知识进行关联，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推动科学思维

能力的养成和发展。

6�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新一轮课改的推进，高中物理教师要

在实验教学中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采用有效的教学手段，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主动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使他

们在实验探究的时候，能够运用自身现有知识进行深入的探

索和思考，从而提高他们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并有助于科学

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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