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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物理教学中要以培育

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围绕核心素养开展教

学活动，借助“理论+实践”的教学手段，为学生呈现生

动、活泼的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强化物理学习综合能

力。教师要结合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

态度和责任感进行教学，增强学生实践学习能力，促进

实现核心素养培育目标。本文深度分析核心素养构成

与分解，阐述核心素养的培育作用，为培养学生物理学

科核心素养提供有效策略。

核心素养导向主要是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

问题的意识与能力。物理教学对学生的学习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学生以培养核心素养为

目标，构建满足自身发展的知识体系、能力及思维，进

而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与发展能力，发挥自身的社

会价值。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物理教学，要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探索欲望和实践能力，为学

生全面性、系统性发展助力。在实验教学中，教师需要

重视良好环境的创设，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亲身体

验、总结结果等学习活动，以增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记

忆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通过物理体验活动学习

知识与技能，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一、核心素养培育的物理教学作用

物理学科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在培育学生

物理核心素养过程中，要体现教学的多元化、多样性特

征，为学生发展综合性学习能力奠定坚实基础。基于

核心素养培育的物理教学过程，是学生汲取知识、习得

技能的过程，能够帮助学生深入感知学科的文化魅力

和知识价值，助力学生在实践学习中增强综合学习

能力。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物理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高学生学

习能力，促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学习方式会影响学生综合性学习能力，教师在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中，着重开展教育创新活动，从学生的思想

意识到行为能力进行教学创新，实现强化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增强学生实践学习技能的目标，为学生全面性

发展提供可行性路径。

（二）有利于推动物理教学改革

围绕学生的实际需求，实现物理教学课堂的创新

性目标，为学生提供集知识、技能、思想于一体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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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使学生在多样化教学活动中获得全面发展。在

课堂教学活动中，依托物理教学模式改革目标，调动学

生物理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物理学习技能。

二、核心素养培育的物理教学策略

核心素养培育过程是传统教学理念的升华过程，

教师应摆脱以往教学中过度重视提升学生成绩的观

念，更强调学生在具体教学活动中长足发展的目标。

在核心素养理念下，教师应摆脱传统物理教学理念的

禁锢，为学生提供趣味性、开放性、高效性的教学环境，

让学生在实践学习中强化物理综合学习能力。

（一）创设教学情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在物理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思考怎样调动学生学

习兴趣，并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效率，为学生全面发展

提供助力。基于此，教师创设物理教学情境，将单一、

刻板的物理课堂变得生动、趣味，促进提高学生物理学

习技能与效率，实现发展学生综合能力的目标。在具

体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使用语言教学手段，使学生受到

激励与鼓舞，积极融入物理课堂学习情境，增强学生对

知识的探究学习能力。同时，随着学生学习兴趣的增

长，有利于培养学生物理学科自信心，使学生能够从多

个角度、多个层面进行知识探索，依托实践学习过程强

化物理知识应用能力。

例如，在学习“牛顿第一定律”时，教师要结合抽象

的物理知识点，组织学生进行实验学习活动，借助实验

演示过程了解“牛顿第一定律”的物理性质。教师利用

实验方式对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进行展示：（1）将车

轮朝上的小车静止在桌面上，用手推动小车，使小车

开始运动，将推力撤走后，小车静止。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以生活经验为依据创设教学情境，提出“力是使

物理运动的原因”这一观念，促使学生对学习情境充

满好奇心和求知欲。（2）让车轮朝下的小车静止在桌

面上，用手给予推力后，小车向前走；撤去推力后小车

还能够继续向前运动，由此提出“物体运动不需要力

进行维持”的观点。在两个矛盾观点下，使学生认知

产生了冲突，由此激发学生对实验过程的探究欲望。

在这样学习过程中，能够帮助学生与教学情境融为一

体，集中探索学习注意力和探究力，为学生全面性发

展提供助力。同时，在教学情境创设中，教师要注重

联系课本、回归课本，对教材知识点进行深度研究，设

计出符合教学目标和学生发展需要的教学情境，从而

激发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

（二）结合教学内容，锻炼学生实验能力

物理学科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物理教

学活动中，教师要本着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积极

开展创造性教学活动，为学生发展个人核心素养奠定

坚实基础。基于此，教师要在实验教学中，实现课本内

容的补充与延伸目标，促使学生在物理实验中增强综

合学习能力，逐步拓宽物理学习视野。物理实验过程

中，学生通过亲身体验、亲自感受，对物理知识进行二

次理解，了解物理学科的意义与内涵，进而增强对知识

点的学习与记忆能力。教师在实验教学中，能够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系统解读能力。

教师在实验主题活动中，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借助生

活化元素激发学生实验兴趣，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意识。

例如，在学习“滑动摩擦力的影响因素”时，要体现

出实验的趣味性和实践性特征，使学生在探究学习中

强化综合学习能力。在实验准备阶段，教师在课前向

学生展示自行车车胎花纹、登山鞋鞋底纹路时，告诉他

们这些花纹的作用：帮助使用者增加摩擦力。接着，在

教学导入环节，通过向学生提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

有哪些地方能够体现出摩擦力的价值？哪些地方体现

出摩擦力的阻碍？”基于此，教师借助生活化情境以及

产生的疑问，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学生

对“摩擦力”进行系统性学习，从而深度分析“影响摩擦

力的主要因素”。在这样的实验过程中，学生通过动脑

思考、动手实验，对“摩擦力”的物理性质进行深刻分

析，了解摩擦力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和阻碍。学生在

实验学习后，可以对实验过程质疑，并在实验操作中解

答疑问，促使学生强化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实践学习技

能，致力于培养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三）优化教学方法，锻炼学生综合能力

高中物理教学中，教师要注重运用正确的方式方

法，增强学生物理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物理探索兴

趣，为学生全面性、系统性发展提供助力。实用性、科

学性的学习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在物理学习中提高学习

效率和质量。教师要重视物理学科特点，培养学生创

造性思维，给予学生情感上、行动上的鼓励，让学生逐

步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例如，在学习“牛顿第三定律”时，教师引导学生进

行游戏活动，带领学生在“大头钉订书”比赛中，比一

比、赛一赛，在实践体验过程中分析物理知识原理，积

累物理学习经验。在比赛过程中，学生要用一根手指

头对大头钉施力，每十秒钟查看所钉页数，教师提出具

体问题：“同学们在用手指按压大头钉的时候，手指什

么感觉？”学生：“疼痛感较强。”在解答手指疼痛感中，

帮助学生了解疼痛产生的原因，以此激发学生探究学

习兴趣。同时，教师配合多媒体设备，将“牛顿第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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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呈现出来，在模拟动画中直观展示牛顿第三定理的

物理性质，从而增强学生的建模思维，为学生全面发展

物理学科能力奠定坚实基础。在这一教学实践中，学

生通过动手实验了解牛顿第三定律的物理性质，通过

自身感受了解“力”的作用，增强对知识点的学习能力；

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强烈的探究欲望，并对学习过程

充满动力，提高了课堂学习效果。另外，教师要依托具

体虚拟与现实结合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物理知识掌

握技能，促进实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

（四）小组合作学习，增强学生综合能力

在物理核心素养培育中，教师要科学开展物理实

验教学活动，并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提高各个学

习小组的综合学习能力。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之

间要进行隐性的监督与竞技，在互相制约、互相鼓励、

互相影响下，提高对课程内容的学习能力，为学生全面

发展提供有利依据。同时，在培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中，积极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能够使学生之间进行

启发与合作，建立良好的互动思维，为学生增强综合学

习能力提供助力。学生之间在围绕物理知识点进行小

组合作学习中，能够培养他们的团结合作精神，强化合

作学习技能，为学生发展学科综合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五）深化探究实验，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在物理教学中，教师要结合教学目标和学生需要，

科学创设多样化教学活动，通过实践教学过程培养学

生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在物理教学实践中，教师

要结合学科知识内涵，引导学生进行物理探索活动，为

学生发展物理学科素养做好铺垫。同时，在物理教学

中，既要培养学生物理实验能力，又要发展学生的钻研

品质，在二者兼容的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物理学习思

想。基于此，在实验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学生探究精

神、创新意识进行发散性培养，借助理论联系实际的教

学方法，增强学生物理课程学习技能，为学生全面发展

提供有利依据。

例如，在学习“传感器的应用实验”时，教师结合实

验主题设计开放性学习活动，帮助学生在实验中增强

学习技能，促进学生习得丰富的物理知识。在这一物

理实验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设计开

放式的主题实验活动，让学生在探究学习中增强综合

学习能力。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考查了学生对知识的解

读能力，还能够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记忆与应用能

力，促进学生实现全面性发展目标。通过实验探究过

程，学生可以围绕开放性学习主题强化问题解读能力，

最大程度提高学生的物理思维和创新精神，并真正理

解学科知识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光敏电阻”学习

中，教师要以课堂教学活动为主题，带领学生掌握电

阻的产生及变化情况，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辅助实验

学习活动，促使学生在阳光、灯光的不同光线切换性

条件下，对电阻知识进行深度分析，从而提高课堂学

习综合能力。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还有学生提出自己

的建议：“利用传感器知识点设计温度报警器、声控灯。”

使学生在实验设计中提高学习技能，提升学习效率。

（六）了解物理特征，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在物理核心素养培育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带领学

生认识和了解物理知识，帮助学生解答物理概念，使学

生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增强综合学习能力。其次，教师

要着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生对物理学科

内涵的解读技能，为学生发展学科思维提供助力。在

这一过程中，教师要从物理概念、学习方法、实践活动、

教学评价中，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学科特征，以此为依据

培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从概念上分析，物理学

科本身要体现物质运动与作用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

要培养学生物理观念，使学生提高物理学习技能。让

学生能够了解物理学科的本质，进而提高课程学习综

合能力。

例如，在讲解“自由落体运动”时，教师结合建模思

想帮助学生了解自由落体运动的概念知识，强化对物

理知识的探究能力。在自由落体运动中，教师通过建

模思维，帮助学生了解克服空气阻力影响下的物体运

动现象，引导学生观察自由落体运动中轻重物体影响

快慢速度的现象，从而了解“空气阻力”这一物理概念。

教师准备两张完全相同的纸，从同一高度释放；再将纸

揉成团，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释放；再让纸片和纸

团同时释放，对比其结果更为直观、形象，进而引导学

生提高物理学习能力。在反复探索自由落体原理后，

学生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度分析物理知识与现实

生活的内在联系，增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点的学习能力，

从而培养其良好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培育学生物理核心素养过程中，教

师要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科学创设教学活动，促进学生

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究中增强综合学习能力，进而帮

助学生养成严谨、耐心的探究学习习惯，增强学生对

知识重点和要点的学习技能，为学生全面发展学科素

养提供助力。教师要注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

新，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创造性的学习环境，彰显物理

教学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致力于发展学生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

（刘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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