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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新课改下的物理教学针对之

前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进行

了整合，提出了学科的核心素养，并围绕核心素养的落实，

物理课程标准中对课程内容进行了精选、重组，对课程内容

提出了明确要求 [1]，以身边实际生活中的物理为桥梁，以物

理逻辑关系为线索，借助物理模型及应用数学等工具，通过

科学推理和论证，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并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等方面充实丰富培养

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2]。

面对以上的教学背景，这就需要教师对新课程下的教材

和学科教学进行整合，建立大理论、大概念、大体系，再落

实到每一节的教学内容中去。“站位高，落点低”成为新课

程下对教师的新的要求。

同时，新课改对学生学习物理的方式方法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之前的“题海战术”“死记硬背套用公式”不再符合

教学理念，对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迁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学科间的联系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导致学生

在高一时面临“初高中”学习方式和方法的差异，面对知识

深度和难度的增加，出现一学就会、一用就错、一放就忘的

常态问题，在学习过程中一再的挫败感让学生对物理学习丧

失兴趣，失去信心，从而导致物理成绩无法提升。

2 物理学困生的问题与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作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

需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整体性教学调整及个体差异性分

析，找到问题，对症下药，帮助学生重建学习物理的信心。

在实际教学中，根据平时对学生学习物理时出现的问题和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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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进行剖析，并对教学中尝试的解决方法进行了整理，大致

总结如下几个方面。

2.1 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内容空洞导致学生不知为

何学物理

高一学生从初中进入高中，在思维方式和学习内容上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初中物理还仅停留在兴趣和表面现

象，那么高中物理的研究就要更加深入，逻辑性更强。因此，

如果教师在高一阶段急于进入知识层面学习，做题技巧的练

习，就会使学生出现很大的不适应，不知道为什么学物理，

不知道学物理有什么用，更不清楚物理知识与自己的关系，

这就导致学生学习物理只是因为需要考试，而物理学科本身

真正的魅力没有传递展示给学生，学科本身的生命力也就此

消逝，只剩下了干巴巴的公式和无穷无尽的习题，这无论是

对于学生对学科的认识还是对于学生成年后工作中对做事方

式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而教学本身所承载的教育意义没有

得到真正的体现和发挥。

因此，在进入高中后，教师需要在初高中学习方法和习

惯的衔接处多花费心思，进行灵活的教学设计，仍然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主，借助实验，结合身边的物理现象进行

引导学习 [3]。

例如，在第一节课时，为了让学生了解高中物理学习什

么、怎么学、有什么用，笔者带领学生体验“徒手劈砖”“魔

术：消失的硬币”，分析“花瓶姑娘”“街头悬浮”等，让

学生看到原来进入高中之后不仅可以看到一些现象，还能够

通过学习知识分析现象背后的原理，顺便还能学习防骗知识，

顿时对物理充满了信心和兴趣。

又如，在学习《电磁感应现象》时，利用微波炉和自制

的线圈使灯泡发光，并根据背后的原理延伸到手机无线充电

器的原理，使学生感受到物理可以改变生活。

再如，在学习《宇宙航行》一节时，师生一起制作了水

火箭，并根据水火箭的发射分析火箭发射的过程，为选修中

动量的学习埋下铺垫，等等。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关键的

是作为教师，能够从认识上把实验实践作为物理教学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不仅包括课本上所要求的学生实验，更重要的

是平时教学中的实验小实践，让实验成为一种习惯，让观察

成为一种习惯，让物理思考成为一种习惯，当学生不知不觉

中养成这样习惯的时候，物理的学习已经成功了一半。

2.2 学习方法不合适，导致成绩始终没有起色，从而

丧失信心

在教学中观察发现，很多同学上课也很认真，作业也很

认真，笔记改错本也很认真，但是成绩却并不那么“认真”，

于是长时间的低回报付出，容易让学生丧失信心，最后自我

否定，甚至完全放弃。在与学生的沟通过程中，发现这一类

学生的学习态度通常都非常认真，对自我要求也较高，但是

学习方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2.1 逻辑思维差，知识点散乱，对公式和概念死记

硬背而少于思考和理解

针对这种情况，需要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多注意建立大

概念大体系，帮助学生建立知识点间的联系，在学习概念和

定理定律时，多注重引领学生进行建模推导，关注概念和公

式的提出过程和方法，从而帮助学生从逻辑上建立联系。

2.2.2 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更侧重于图片式记忆和认

识，而缺乏逻辑的推理

针对这种情况，在教学中有意识的安排情景化，实物化

设计，借助实际存在的模型帮助学生认识抽象的概念。

例如，在学习《电势能与电势》一节，讲到正点电荷、

负点电荷、等量同种点电荷、等量异种点电荷等几种情况的

电势分布情况时，为每一位同学准备了橡皮泥，借助地理中

的等高线，根据不同情况下的高度变化，用形象的“山”和“坑”

直观地看到高度的变化，从而理解电势变化和等势面的分布

情况，尤其是等量同种点电荷中垂线电势大于零，等量异种

点电荷中垂线电势等于零，学生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并记住。

另外，在平时教学过程中，多多让学生体验，能安排学

生自己实验学习的内容教师尽量不演示，能安排演示实验的

内容尽量不用视频，能用视频说明的尽量不用语言。在体验

中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感受力，降低学生对抽象概念的

学习难度。

2.3 学习习惯问题多，导致“一学就会，一做不对”

学生在高中学习物理时，“一学就会，一做不对，一听

就懂”的问题一直普遍存在，上课学习教师讲的神采飞扬，

学生听得有滋有味，但是成绩却并不如课堂一般精彩，课下

问学生，学生也很认真地表示听懂了、学会了，但是考试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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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脸懵。针对这一情况，在排除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原

因后，发现和学生的学习习惯有很大关系，而且这一问题经

常被我们忽略，总结为“心理原因”“粗心”等。针对这种

情况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对于物理的学习，不仅是知识点的

掌握、概念的认识和记忆，最核心的是物理所传递的思维和

方法的学习。上课学生“一学就会”只是对这个概念或只是

表层认识了，使用的是‘短时记忆’。就好比我们和陌生人

第一次见面，互相介绍认识了，但过两天也许一天都等不及

就忘记了。而如果我们想要快速且长期记忆，就需要记住这

个人与众不同的特点，同理，对于知识的学习我们上课停留

在短时记忆的学习被学生认为是一劳永逸的“长时记忆”，

这种错觉就导致学生在学习时仅停留在知识表层，而没有深

入理解，对内在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对

知识的迁移和拓展更无从谈起，所以就形成了以上的现象。

针对这一情况，在教学中只跟学生分析和说明学生无法

真实地看到自己的问题，于是在课堂上安排限时考试，就用

上一节学生表示已经没有问题的题目进行考察，结果答完后

结果并不理想，学生心服口服，认识到自己的“学会”并不

是真正的会。

2.4 平时作业不严谨，导致题目“会”，但是做不对

平时学生作业因为没有时间限制，无论从心态上还是从

做题效率上和考试都不是同一种状态，所以这就导致学生平

时作业好像也会，但考试做不对。分析之后主要存在以下几

个问题：

第一，没有时间意识，选择题效率低下，遇到不会的死

扣，同样的习惯在考场上就会导致前松后紧，答题慌了手脚，

最后惨不忍睹。

第二，平时计算题练习时不注重过程的书写和表达，只

写结果；考试时发现过程不够完整且未清晰地表达出来，或

者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甚至出现数理不分，将物理纯数学化，

而忽视了物理方程中每一个物理量的意义和因果关系，从而

导致无法得分。

第三，对于计算题的练习只列式子而不进行求解。这种

态度和状态在学生中普遍存在，尤其是看到数学方程嫌弃麻

烦而放弃。数学的物理应用在物理学习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部分，包括方程的求解和几何关系的寻找等。由于计算能力

在平时得不到练习，导致考试时计算算不对、方程不会解、

几何关系出错等，以至于影响到后面问题的解答。

针对以上情况，就需要教师在平时审阅作业时能够及时

地透过作业发现背后所存在的学习问题，对症下药，进行针

对性的指导和订正。

3 结语

在新的课程改革体系中，物理课程标准提出：“注重物

理学科的本质，从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

度与责任等方面提炼学科育人价值，充分体现物理学科对提

高学生核心素养的独特作用，为学生终身发展、应对现代和

未来的挑战打下基础 [3]。”作为物理教师，不仅要更新自己

的教学观念，更要从细处入手，从学情入手，透过问题现象

看到问题背后所反映的真实情况，从而有的放矢，做学生物

理学习路上的“引路者”“观察者”“帮助者”，并通过多

元化的教学和评价手段，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帮助学生认

识自我，建立自信，改进学习方式和习惯，达到发展核心素

养的目标，让物理的教育与学习成为有生命张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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