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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有效学习的几点策略 ①

梁如韵
（咸阳市彩虹中学，陕西 咸阳７１２０２１）

摘　要：提高高中物理学习的有效性，需要相关策略作为指导。根据自身学习的经验，从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做好

课前预习、坚持课后复习和小结、做好“错题本”和“好题本”、进行互助式学习以及重视物理实验等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学

习策略，以期为广大高中生提高物理成绩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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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初中的时候，可能因为物理相对还比较简单，对于物理课程的学习感觉很轻松，成绩也还不错。

可是进入高中学习阶段，物理知识的难度陡然增加，很多知识在课堂上不能明白，考试成绩自然很不理

想，学习物理的信心备受打击，经过几次考试，成绩愈发不够理想，逐渐失去了对物理课的兴趣，物理学

习成了一种负担。痛定思痛，我决定分析自己在物理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和存在的不足，通过阅读

《中学物理》《中学物理教学参考》《湖南中学物理》等物理学习的刊物，这些期刊上的文章让我重新认

识了物理这门美妙的自然学科，开始激发起我的学习兴趣，并喜欢上这些期刊，把她们当成了好老师、好

“闺蜜”，进而制定物理学习自救计划，成绩慢慢发生逆转，由不及格变成班上中上游到前列，最关键的

是由原来的害怕变得非常喜爱物理课。

我所阅读的几本物理学习期刊的内容都很丰富，以《湖南中学物理》为例，吸引我的栏目有：专家笔

谈、名师导学、课案分析、学法指导、考试评价、问题讨论等等。我印象很深的几篇文章《伙伴式互助学

习，提高物理复习效率》《几个魔术中的物理现象及原理》《让失败也精彩》《摩擦力漫谈》《在漫画中领

悟浮力》等使我深受启发［１，２］。

１　养成浓厚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才会去深究，生活中不乏各种物理现象，大家最喜欢的魔术也包含好多

物理知识［２］。在高中物理学习中，我们要养成浓厚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进行课堂导入时，物理老师良

好的开篇便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记得在学习“单摆”一课时，物理老师在课堂上进行了一个实验演

示：他把一个小球挂在一段绳子的下端，然后将小球拉开一定的角度后再放开，于是看到小球在左右摆

动。这时，老师发问：在这个小实验中，小球做的是什么运动？学生自然会回答：机械运动。而物理老师

继续问到：请大家再看看这种运动是不是简谐运动呢？这样的课堂导入内容与高中生已有的认知产生

了一定的冲突，学生自然提出了很多疑问和看法。物理老师继续说：要想弄明白老师所说的简谐运动，

就要学习好我们即将要学习的“单摆”这一课内容。只要学好了这一课内容，刚刚大家的疑问和问题也

就迎刃而解了。这样的课堂导入，便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进入课程学习，以便一

探究竟。高中物理知识涉及到力学、热学、电学、光学等各个方面，这些知识又通常与日常生活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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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此，在物理学习过程中，要努力将理论学习与生活实践联系起来，用生活中的内容解释物理现象，

这样更能体现出物理知识的实用性，在生活运用中提高物理学习的兴趣。例如，“电学”在高中物理教

材中主要以计算、应用的角色出现，在物理教材内容中涉及用电安全的内容并不多，而在物理学习过程

中，我们应关注“电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补充学习，把我们在物理课堂上所学

到的“电学”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去，进而实现学以致用，融会贯通。由此，让物理学习成为高中生内在的

自觉行为，让我们为了探究和解释大千世界、宇宙万物的奥秘、为了学习前辈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努力提

起走向物理学大门的兴趣。此外，在学习的路上，最好能够有几个谈得来的学习小伙伴，伙伴式互助学

习［１］能够使得相互间取长补短，互相答疑解惑，形成互帮互学、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这样也可大大提

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２　做好课前预习
预习作为高中阶段学习的重要环节，课前预习能够更好地了解新知，便于更好地吸收课堂教学内

容。因而，学生在课堂教学前一定要抽出时间将教师将要讲授的物理新知浏览一遍，明确课堂教学的主

要内容，找出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当然，有的同学会说，我们没有课前预习的习惯，初中不是照样学

的很好？也有的同学会讲，高中的学习任务那么重，把当天各门课程的作业保质保量做完都已经很晚

了，哪里还有时间去做课前预习。可他们有所不知，如果在课前花了２０分钟左右的时间做好预习，在课
堂学习上便能轻车熟路，知道哪里是学习的重难点，在课堂上便能有的放矢地专心听讲，更容易将课堂

新知弄通弄懂。课堂上听懂了，写作业自然也就快了，写作业快了，省出时间又可以预习下一天的课，这

样慢慢养成预习的习惯，也形成了提高学习效率的良性循环。当然，不得不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

要你肯挤，总是会有的。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会很辛苦，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课前预习，自然就能够在物

理课堂上听好听懂。诚然，课前预习并不是简单地在讲课前看看课本内容，而是认真地阅读、钻研教材

内容，反复琢磨教材讲解中的每一句话，仔细推敲教材中的每一个物理定律，坚持自己搞懂弄会，实在理

解不了的，要做好标记，在课堂上集中精力重点关注这方面的内容。由此，便可以将物理学习由被动变

主动，打下坚实的物理基础。

３　坚持课后复习和课程小结
高中学习强度大、知识点多且细碎，因此每学完一些新的内容后，一定要及时巩固所学知识，强化知

识记忆。高中物理的学习内容繁杂，需要在课后及时回顾，梳理课堂所学知识并加以拓展。为了提高物

理学习的效率，可以利用“回忆”的学习方法来节省时间，我们可以在睡觉前、等车时等这些“零碎”的时

间，回忆一下当天所学的各种新知识，在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的过一遍，坚持一段时间后，便会有强化学

习和记忆的效果。当然，也可以把一些难记易忘的知识点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当出现记忆模糊或是空白

时，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翻阅、学习。爱学习的人脑子里会经常有几道做不出来的题贮存着，他们时刻

不忘这些“未解之谜”，或许在生活中的一瞬间就会有所突破，找出问题的答案来。此外，学习过程中要

善于进行课程小结和总结，重视知识的系统梳理。想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好已学内容的知识结构，就需

要把零散的知识系统组织起来。大到整个物理的知识结构，小到力学的知识结构，甚至具体到每一章每

一小节，如静力学的知识结构等等。这种弹性扩展思考方式，能够把整个物理知识串通在一起，让人思

考起来更容易。

４　准备好“错题本”和“好题本”
“错题本”和“好题本”是高中生进行物理学习的一个有效工具，能够及时地帮助高中生系统梳理物理

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错误点、知识盲点或是类型题目特征，更有针对性的复习，有利于较为彻底、全面地弄懂

物理知识点，避免重复犯错，达到高效率学习的目的。事实上，在高中生的物理学习中，基本上会存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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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定势，做错的题目会一错再错，不懂的理论依旧不懂。“错题本”就是要高中生将自己做过的习题、作

业、试卷中的错题记录下来，自己动手整理成册，并通过“错题本”让学生自己寻找错误的原因。这样做的

目的实际上是让每一个高中生自行找出自己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弥补学习过程中的不足

之处，让自己的物理学习更加突出重点，更具有针对性。而“好题本”是学生在物理学习过程中，根据教师

提示和自己学习需要而记录的一些典型的、代表性的题目的集合，高中物理知识庞杂多类，学生根据自己

学习中的难点和需要，通过总结类型题目的相关知识点，提炼一般的解题模型。这些解题模型就如万能钥

匙一般，套用符合类型题目特征的对应模型，同一类型的任何题目便可迎刃而解。当然，无论是“错题本”

还是“好题本”，都不是错题或是类型题的“搬运工”，更不是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而是物理学习过程中

的不断纠错，不断查漏补缺和不断总结。因而，“错题本”和“好题本”应该是需要经常翻看，不断总结的。

高中生如果在物理学习过程中能够准备并利用好“错题本”和“好题本”，便能够有效避免再次犯错，更能

够进一步认知并掌握重要的物理概念和知识点，提高高中物理学习的效率。

５　重视物理实验
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物理课程的学习离不开反复的实验。在实验学习中，有的实验是成

功的，有的实验却是失败的。成功的物理实验的经验都很相似，而对于失败的物理实验，其原因却各不

相同。因而，我们在物理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十分重视物理实验，不管课堂内的物理实验，还是课堂外的

物理实验，都要以饱满的学习热情，积极大胆地进行实验尝试，主观上不要惧怕实验的失败，因为有时候

物理实验“失败也精彩”［３］，失败的实验并不代表实验过程的失败，更不是科学本身的失败，有其复杂的

客观原因，我们要善于将失败的实验与正确的实验进行对比，寻找实验失败的原因，在失败的物理实验

中培养自己永不言败、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例如，在“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的实验中，物理

老师首先会向学生提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赛车比普通的小汽车加速度快，而货车又

比普通的小汽车加速度慢，这是什么原因？自然而然，学生的回答是：赛车发动机产生的拉力大于小汽

车，所以赛车的加速度快，而货车的质量大，所以货车的加速度小于小汽车的加速度［３］。据此，我们在

物理老师的引导下，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设计：一是通过保持小车质量不变，改变小桶内砂的质量，测

出小车的对应加速度，从而验证加速度与外力的关系；二是保持小桶和砂的质量不变，在小车上加减砝

码，改变小车的质量，测出小车的对应加速度，从而验证加速度与质量的关系。这一实验的目的是为了

验证牛顿第二定律，我们在物理学习中都知道加速度与外力成正比关系、与质量成反比关系。而在实验

过程中，有的小组却很难验证这一结论，因而在老师的指导下再次进行实验，找出实验失败的原因，诸如

砂和小桶的总质量超过了小车和砝码的总质量的１／１０，在平衡摩擦力时，悬挂了小桶等等。通过这样
的带着问题进行物理实验，高中生在实验课堂上能够将自己的情感和思维全身心投入到物理实验中去，

在发现实验失败后，能够再次重复实验，找出前一次实验失败的原因，在探究实验中提高自己物理实验

的能力。

总而言之，学习物理一是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坚定的学习信念和坚韧的学习意志。二是要有适合

自己的正确的学习方法，别人的学习方法再好，也要通过自己去实践内化，才能变为自己的东西。当然，

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善于用心、勤于动脑、不惜动手，有人说，“学霸”的物理世界是动态的，“学渣”的物

理世界是静态的，后半句不太中听，但却一语中的，让我们迈开自信的步伐，踏着物理学家留下的足迹，

去领略和探寻物理世界的美妙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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