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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因此在学习中体现创新是非常必要的，论文试结合中学物理教育
教学，对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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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物理学是基础学科，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科学。它是许多

科学与技术的基础和发源地，也是革新改造某些技术的基本

依据。因此作为基础教育的物理课程在教学中体现创新是非

常必要的。

2�利用实验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创新能力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物理实验综合

了物理原理、设计思想和方法、实验操作和观察、数据分析

处理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同时实验最能引起学生的注

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教师最好设计一些探究性、

开放性的实验，在教师的适度引导下，通过学生动手动脑，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但构建了知识，提高了实践能力，

还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为了学生有更多的动手机会，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

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细致的观察能力，把部分教师演

示实验和课外小实验改为学生课堂实验，增加学生自己动手

的机会。把课本中一些原理和方法比较简单、仪器易取易读

的演示实验改为堂上实验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例如，笔者在

初中物理教学中，把“用温度计测出水的温度”（人教本第

一册图��-�）、“用天平称固体和液体的质量”（人教本第

一册图）、“研究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人教本第一册

图��-��）、�“研究滚摆运动过程中动能和势能的转化”（人

教本第二册）等实验全部改为课堂学生小实验，让学生自己

动手独立操作，通过认真观察和思考得出结论，实践证明，

这样一方面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探索，大大地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直接培养了学生的实

际操作能力，细致的观察分析能力，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单纯由教师演示实验的效果好得多。

（�）把部分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索性实验，培养学生勇与

探索、敢于实践和善于创新的精神，既探求科学的精神。验

证性实验一般是在对研究对象有了一定认识之后，根据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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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对一些现象过程的存在、原因或规律检验其是否真

确而设计的实验，它在实验目的、方法、原理方面起到了示

范性作用，但不利于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 [�]。笔者在物理

教学中尝试将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索性实验，在实验思想上进

行创新设计，让学生充分动脑、动手，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

作用，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意识。如在九年级物理“牛

顿第一定律”一节教学中，笔者进行了如下创新设计：①把

演示实验改为学生实验，定性研究小车运动状态的改变，受

什么因素影响，并引导学生用分析法总结出小车的运动状态

的改变与小车是否所受到外力作用有关。②鼓励学生猜想力

与物体运动状态之间的定性关系。③引导学生应用理论思维，

推导出牛顿第二定理。④进一步引导学生应用“特殊”→“一

般”�的科学思维方法得出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一切物体在

没有受到力的作用的时候。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

状态。”这种以学生操作和思维活动为主的教学设计，增大

了课堂容量，加强了实验的探索功能，从定性的研究到利用

现代教学媒体进行比较精密的定量探索，�突出了实验的设计

思想，展现了知识和规律的发现形成过程，对学生大胆实验，

主动探索物理规律起到了积极影响。

3�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创新能力

学习总起来包括两种类型：一种维持性学习（或称适应

性学习），它的功能在于获得已有的知识、经验，以提高解决

当前已经发生问题的能力；另一种是创新性学习，它的功能在

于通过学习提高一个人发现新知识、吸收新信息和提出新问题

的能力，以迎接处理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创新性学习就

是要善于系统的提出问题，并把问题集中起来。着重培养学生

具有独立思考、大胆求索精神的教育，就是创新教育。

（�）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开展讨论式教学，让学生在相

互讨论中，开动脑筋，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往往会得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例如：在初中物理第一册课本中利用马德堡半

球实验证明了大气压强的存在。此时可以适时的提出，除了

书本介绍的实验，是否有其它的方法来证明大气压强的存在？

学生在互相讨论中得出利用吸管喝饮料，�气球在不吹气时是

扁的等这些现象都能证明大气压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出，讨

论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创新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课堂上教师应给予学生敢于提出问题的空间和勇

气，因为，问题意识在思维活动乃至人的认识活动中占有重

要地位，其重要性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爱因斯坦指出：“提

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

也许仅是一个数字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

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新

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学生产生了

问题意识就会产生解决问题的需要和强烈的内驱力，从而促

使学生的思维升华。因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创新的起点，

学生只有在不断地试图提出问题，克服一切困难，努力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才会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创新品质。例如：

在初中物理电学部分介绍了电源短路并强调电源短路是非常

危险的绝对不允许发生，但是在电磁学部分学习奥斯特实验

的时候，我们却将导线直接接在了电池两端不是造成短路了

吗？有学生提出了此类问题，说明他观察实验仔细，并且遇

到疑问能及时提出。原来，在初中教师并没有更深入的介绍

全电路奥姆定律，虽然电池被短路但此时不能忽略电池内部

存在的内阻，这一环节同时也与做实验时导线接通时间较短

有关，因此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契机，教育学

生去仔细观察、发现新问题。

（�）教师在课堂上给出规律、结论的同时，也应有意识

地给出一些反例，让学生“上当受骗”，“吃一堑长一智”，

学生在上当受骗的过程中就能得到培养，使得他们不轻易相

信权威，敢于怀疑，敢于探索，碰到任何问题时都能好好想

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例如：在初中物理第二册中介绍电

流方向这一节当中，关于电流方向“规定正电荷定向移动的

方向为电流方向”，根据这一规定，大部分同学会认为电流

的形成是由于正电荷的移动造成的，但是以金属导线为例，

其中带正电的质子是不会移动的，而能够自由移动的自由电

子带的却是负电，原来在这里是利用了相对性原理，以致关

于电流方向的规定和电荷移动的实质并不矛盾，那么在金属

导线中电流的方向和自由电子定向移动的方向刚好相反。因

此在这里引导同学们理解规定和实质间的关系。

4�通过组织开展物理课外活动，培养创新能力。

物理课外活动也是加强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教育的重要

阵地。与课堂教学相比，课外活动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的选择形。

（�）趣味课外活动中，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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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物理实验让学生来完成如“飞机投弹”、“喷气火箭”、“纸

锅烧水”、等等。通过这些实验，即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又能帮助学生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学生利用课外活动

时间开展科技制作活动，如自制电铃、自制平行光源、制作

针孔照相机、制作潜望镜、自制量筒、楼梯电灯开关电路等，

并组织展评。科技活动的开展，既能锻炼学生的科技制作，

又能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有关的

科普读物，�使学生更多地了解科技知识和科技发展的新动向，

增加学生的科技知识，并定期组织“实用物理知识竞赛”，

以调动学生学习、读书的积极性，使学生掌握更多的科学文

化知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同时也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技知识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应定期举办科普知识讲座，这样有利于增强学生对物理

课程的学习兴趣。在举办讲座时，要认真选择材料，或根据

有关资料撰写讲稿，根据平时收集的材料，利用活动课分班

级或集中学习，可以收集军事科学、�航天技术、通讯技术、

空间技术、科学家的事例与贡献等材料，对学生进行思想品

德和科学素质教育，还可以联系社会生活中的物理，让学生

自己搜集资料在班上进行专题介绍，还可以利用板报介绍科

普知识及物理知识的应用 [�]。�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是物理知识的延伸，因此，

定期组织社会调查活动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部分。在

社会调查活动中，学生可以利用教材中的知识，结合实际去

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如学习“水能风能的利用”后，

可调查当地能源使用情况、环境污染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

还可以结合教材中的内容，调查噪声污染、热机的使用等，

通过这些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对创新的渴望。总之，创新是时

代的要求，是每一个中学生必备的素质，教师在课堂上应给

予学生创新的空间、创新的机会；激发学生创新的欲望，培

养他们创新的意识他们具备创新的能力，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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