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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教育制度逐渐改革创新。在此基础上需要

摆脱传统教学方式，结合现代化核心素养教育方式，符合社

会时代发展需求。素质教育的实施，为每个学生提供良好的

教学环境，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因材施教的教学目的。现代

化衡量教学水平，不仅仅是采用入学率和升学率，主要衡量

标准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至今在大部分学校都是

采用素养教育教学方式，主要是针对潜能生进行针对性指

导。由于缺乏对物理的理解能力，对学习物理缺乏兴趣，对

学习缺乏信心，物理专业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在教育教育

中，更要重视对潜能生的培养 [1]。

潜能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智力的角度来看，有的

学生智力低下，但大部分学生智力正常。智力正常的学生由

于自身的自卑感、进步不足、自觉性低、对家庭和社会影响

不良、师资教育差、师生关系紧张等因素，成为潜能生。学

生们对各种游戏着迷，在学生们的电脑上安装了《红色警戒》

《魔兽争霸》《英雄联盟》等各种游戏。游戏制作精良，不

仅画面色彩丰富，而且音效也很逼真，很多学生都沉迷其中。

除了玩游戏，许多学生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兴趣 [2]。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师者，所以

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对教师的作用进行了说明。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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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对于教师的素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在我们过去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仅仅

是知识的一个载体，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课堂教学方式中，盲

目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陶行知曾经说：

“没有不会教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在课堂教育活

动中，学生始终扮演着学习的对象和主体，教师也扮演着主

导性的角色。这也就是我们中学物理课程的“差生”，与教

师的指导和授课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 [3]。

根据调查，88.7%的同学认为被教师表扬会大大提高

他们对于学习的积极性；38.1%的同学回答“当他们在学习

中被教师批评后，你会是那种感觉”。由此可见，教师对待

学生的态度是否正确，会给学生本专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学

习带来极大的影响。27.3%的同班学生表示不喜欢你的物理

教师，61.9%的同班选择“物理老师对待你的方式”的同班

学生则认为“不喜欢”。这组数字发人深省！虽然我们初中

的教师倾向于偏爱优生学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教师们对于

学习困难的同时，也不应该无动于衷，而更需要鼓励和关

怀。当时的中学生正在逐步进入到身心健康成长的新阶段，

比较脆弱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教师的态度更感兴

趣，也许教师的眼神或者无意识的话语会对他们产生巨大的

影响 [4]。

家庭环境，父母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对他人的态度，

学习方式等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调查还可以发现，与富裕

的家庭相比，贫困学生的父母对他们父母的期待更高。当考

试并不理想的时候，76.8%的学生表示他们的父母会责怪自

己。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们就可以在每次召开的家长会上

给予父母一些建议或者一点小帮助，使得家长们能够深刻地

意识到学生的家庭对于学生的作用，明白了学习并非是我们

的学校、学院和我们的家庭的事，学生在促进他人学习以善

用彼此中的作用 [5]。

潜能生的变化应着眼于课堂，教师应在课堂上多思考

方法，例如提出问题以适应“潜能生”近期的发展需求。展

示自己的技能，教师在课堂上绝不能坐以待毙。你要刻意巡

视，迅速提出问题，不要怪他行为不端。课堂批改要让“潜

能生”自我纠正和交叉纠正，提高自信和成功感。在物理教

育中，根据潜能生的特点学生教育的目标实施可以达到较为

理想的转化效果。

塑造学生未来发展前景的原因非常复杂，所以你不能

把每个潜在的学生都变成“愚蠢的大脑”或“不努力”。但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潜能生的内心也是渴望有人亲近他、爱

他、理解他。最重要的是，转化潜能生的实践可以营造一种

浓厚的氛围，让学生能够感受自己并实现他们的教育目标。

①要用好“教学理解”教学策略，用不同的策略教不

同潜质的学生。

②使用更多的“贡献”策略来针对表现不佳和可恨的

学者。

③对于盲目学习的学生，使用“隐喻”策略。

④对于软弱和恶心的学者，使用“启发”策略。

⑤对于家境好但不喜欢的学者，多采用“安危”的策略。

潜在罪魁祸首的复杂性决定了转型策略的通用性，对于上述

所有情况，都可以采取多方面的方法 [6]。

这类潜能生的能力和性格特征是正常的，其身体素质

较差的主要原因是非智力因素，即课堂教学意志薄弱，无法

进行积极有效的思维活动。教师需要在课外增加对这些学生

的情感投入，弥补学习中的临时问题，使他们能够按时跟上

整个课堂。

这些潜能生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比较差，但意志坚强、

努力学习是他们的特点。教师不应将学生视为负担。他们应

该做好适当对待他们的工作，以帮助他们分析特征和辅导。

知识壁垒包括运用物理问题和附加实验，通过或设计更生动

的课外物理实验，使学生有更具体的物理概念和对物理规律

的深刻理解，并能实践物理学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 [7]。

这类潜能生比较大，占潜在人群的近 50%，学习动力

不足的情况比较复杂，这类学生的转化主要是要和家长全力

配合，教师、学生可以一起努力激发学习教育学生形成学习

动机的重要性。

这些潜能生中有许多是由于低年级的长期学习障碍、

知识积累受损和缺乏基本技能造成的。同时，长期的学业失

败会导致自卑，缺乏自信、失去学习兴趣、失去学习动力。

这些学生需要更积极、更热情、更体贴，这样才能在课堂上

根据自己的特点提出问题，感受成功的喜悦 [8]。

总而言之，做好培养潜能学习者的人才和培养工作无

疑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任务。

物理教师不但要注意教好我们的物理，还要注意关心

和爱护我们的学生，让他们热爱学习物理。同时，教师还要

注意充分利用物理的特征，对于学生的社会主义爱国精神和

核心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教育与培养，形成强烈的自

我学习积极性和动力，进一步增强学习效果，提高教学效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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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和利益诉求得到满足，企业技工与教师、学生团结一

致，在企业生产周期和学校教学计划内生产更多合格产品。

课程体系中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企业积极贯

彻国家产教融合发展战略，承担为国家培养技能人才的社会

责任，与技工院校一起培养满足市场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同

时企业获得加工本企业产品学生的优先招聘特权，获得劳动

力供给同时，招聘到与企业岗位匹配度高的技能人才，节约

新员工培训成本。

课程体系中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技工院校积

极贯彻国家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办学质量提升，教师综合能

力增强，学生就业通道打开，学校办学声誉扩大，同时学校

育人成本降低。促进职业教育健康良性发展。

搭建网络共享平台，各合作企业及数控职教集团内成

员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真实生产项目，技工院校教师根据

学生所处不同实训阶段，同步引入满足阶段培养目标的真

实加工项目，教师与企业技工及时沟通指导学生完成加工

任务。

创建企业真实项目库，引入企业近期真实的生产项目，

并按学期及时更新。因企业生产项目变化多样及技术保密

等因素，一些项目不一定满足计划内的学生培养目标。实训

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需要根据校企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

案，提前确定满足新学期培养目标的实训任务，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关注网络共享平台各企业发布的新任务，用满足计

划内同样培养目标的企业真实生产任务，及时替换计划任

务。在企业大的生产周期及相应实训教学目标计划课时内完

成尽可能多的合格产品。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中技工院校数控专业课

程体系就是要综合考虑学生、教师、技工、企业、学校多方

利益平衡点，打开校门，同步引入企业真实生产项目，将人

才培养融入市场、融入经济，实现多方共赢、共荣、共生，

促进产教融合持续良性发展，培养满足企业需要并与企业零

距离对接的高质量数控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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