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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高职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 ①

胡　洁
（湖南有色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６）

摘　要：物理学科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培养目标中的基础学科，承担着承上启下、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能力高职专
业技术人才的重任。良好的物理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是高职学生日后各专业学科习惯和能力形成的关键。根据物理学

科特色，针对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就业需求，在教学活动中，通过运用典型事例教学、激趣教学、质疑教学、实验教学、

逻辑推理教学等途径，激发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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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能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经济竞争的核心；

当今社会的竞争，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不如说是人的创

造力的竞争。物理学科是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培养目标中

的基础学科，良好的物理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是学生专

业习惯和能力形成的关键。根据物理学科特色，针对高

职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就业需求，在教学活动中，要综合运

用典型事例教学、激趣教学、质疑教学、实验教学、逻辑推

理教学等方法，激发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和爱好，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以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与专业素养。

１　运用典型事例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在物理教学中，可以通过典型事例教学培养学生发

散思维能力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发散思维是对已知

表象信息的直觉思维进行多方向、多角度的思考，产生深

层次答案后创造发明的思维方式，它的思考方向是向外

发散的。结合近、当代典型物理学家的典型事例，运用生

动的教学方法对物理知识进行潜移默化和融会贯通，不

仅是让学生知道公式和定律，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发

散思维能力［１］。例如，在讲解牛顿第一定律时，我们不妨

先了解几千年前的科学家们对物体运动的解释。亚里士

多德认为：必须有力作用在物体上，物体才能运动，没有

力的作用，物体就要静止下来。这种认识一直延续了两

千多年，直到１６世纪，伽利略由一个非常巧妙的设想对

此提出了质疑。两个相连接的倾斜轨道，小球在轨道上

运动会先下降后上升。使一个小球从一个倾斜轨道的某

一高度处滑下，小球在经过轨道最低点后沿轨道上升，上

升到一定高度后静止。伽利略发现忽略摩擦力，小球上

升的高度与释放的高度始终相等。伽利略想，如果是一

个倾斜轨道接一个水平轨道，那小球的运动又会如何？

于是他推测，小球永远也不能上升到初始高度，小球就将

永远运动下去。随后，笛卡尔等人继续在伽利略研究的

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他认为：如果没有其他原

因，运动的物体将继续以同一速度沿着一条直线运动，既

不会停下来，也不会偏离原来的方向。最终，英国伟大的

物理学家牛顿综合伽利略等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了力

并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而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

原因，即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总是保持匀速直线运动

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可见，若没有伽利略创设性的提问，就没有人类近代力学

的开端，包括牛顿曾经说过：“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

成功的。”

又如，中子的发现都是从科学的猜想开始。１９１９年

卢瑟福做了用α粒子轰击氮原子核的实验后，发现了质

子是原子核的组成部分。有人提出，原子核可能是由带

正电的质子组成的。但这种设想遇到的困难是：除了氢

原子外，所有元素的原子核的电荷数并不等于原子核的

质量数。那么，原子核里除了质子外还有什么呢？卢瑟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０３
作者简介：胡　洁（１９８５－），女，湖南株洲人，讲师，主要从事物理教学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福预言可能有“一种质量与质子相近的不带电的中性粒

子存在”，他将其称之为中子。之后，小居里夫妇、查德威

克等诸多科学家都对此进行了锲而不舍的科学实验，中

子的存在得到了证实，成为物理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可

见，在教学中利用观察和实验教学培养学生进行科学的

猜想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创造性思维形式。所以，物理

教学中不仅要讲授前人的成果，也一定要引导学生重温

前人的思维过程，提出他们是如何想的，为什么要这么想

等问题，引导学生互相交流、启发、探讨，从而发展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提高创造力。

２　运用激趣教学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激趣，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运用

激趣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在较

强的学习动机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压力，在动力和

压力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人的兴趣包括学习兴趣主要靠后天培养，其产生、建

立、巩固和发展主要来自于外界的启发诱导。实践证明，

物理知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物理现象在我们身边

处处可见，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极大地提高了

物理课堂教学效率，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那么在

物理教学中怎样才能做到有效激趣呢？具体地讲，老师

课堂讲课精彩，学生才能听得津津有味，才能建立起课堂

学习物理兴趣，才能认为听课是一种享受。当然这是建

立在老师对物理教学有良好教学方法上，是在老师的启

发诱导下，让学生发现到学习物理的诀窍，体验到掌握物

理规律的快乐，教师教学时因人而异，按需施教，从学生

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知识基础、接受能力、接受方式等

出发，恰当地给每位学生制定需掌握的知识要点，不断引

导学生、激发学生，让学生学习物理、体验物理、探索物

理。一是要求老师有幽默、通俗的教学艺术和方法，让学

生不感觉到学习物理是抽象的，而是比较容易的。二是

要求老师不仅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还有渊博的其他知识，

在上课时能穿插讲述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和现实生活

中的物理现象，学生觉得新鲜、好奇、有用，这样更加加深

学习物理的兴趣；三是要求老师要有仁爱之心、感人之

举，爱学生、亲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老师爱学生、学

生爱老师，在愉快的教学活动中达到师生互动、情感共鸣

的效果。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电路短路现象危害很大，发

生短路时，电路中的电流很大，根据焦耳定律，电路中会

产生大量的热，影响电路安全。但短路现象也不是不可

以利用。最常见的，电焊机利用短路产生大电流在焊条

与工件间引弧进行焊接；电动机起动时电流很大，可将并

联在电流表上的开关关上，将电表短路，电动机起动电流

不通过电流表，对电表起保护作用，起动完毕将该开关断

开。课堂上，可教学生利用串联电路中的部分电路短路，

来设计控制电路，实现“变废为宝”。给学生设计这样一

个作业：某校有一块试验田，为了防止牲畜闯入，要求利

用导线做护栅，设计一个报警电路。当开关 Ｓ闭合时，值

班室内灯亮但铃不响；当牲畜闯入试验田时，使护栅上的

导线被闯断，灯亮铃也响。现有足够长的导线１（电阻很

小，可忽略不计），小灯泡、电铃、电池组、开关以及连接电

路的导线２，利用这些材料，完成报警电路的设计。其课

堂教学效果肯定比单向的向学生灌输短路、断路的概念

或者题海战术要强得多。

通过老师的激趣，进而激发学生对物理问题、现象、

奥秘的探究，从中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处理事务、综合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提高，

继而增加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３　运用质疑教学提高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在科学领域，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在

物理教学中也是如此，因为掌握或解决的一个具体学习

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教学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

新的问题，却需要具有创造性的想像力，物理教学中的一

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提出质疑，培养

学生的发现和质疑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２］。

具体来说就是：一是捕捉知识点的质疑因素，树立学生的

质疑意识。回顾物理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很清楚地发现，

很多研究成果都是来源于对权威的挑战。例如：伽利略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实验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物体下

落的速度与它本身质量有关”的观点的挑战；哥白尼的

“日心说”是对托勒密“地心说”的挑战；卢瑟福的原子

“核式结构模型”是对汤姆孙的原子“枣糕模型”的挑战；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微观领域对牛顿运动定律适用

范围的挑战，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教学中教师应不

断捕捉、挖掘知识点的质疑因素，有意识地诱导学生敢于

发问、善于质疑，从而点燃创新思维的火花；二是要为学

生创设质疑环境，逐步引导、启发学生进行质疑，激发学

生产生强烈的探索动机，让学生善于提问、敢于提问、勇

于提问。老师在讲课时要给学生留有足够的可供学生产

生质疑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时间，以积极的态度为学生创

设一个良好、贴切质疑情境，引导学生对日常生活中观察

到一段的物理现象、课本上的物理概念、规律大胆质疑和

提问。如物理中颜色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真正要弄

懂其本质还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颜色是由人的视觉得

到的，因此只有在光照情况下，物质的颜色才能为肉眼所

见，如果在没有光线的密闭的暗室中，在漆黑的夜里，物

体的颜色是看不见的，我们知道，物体之所以会显出各种

颜色，是因为它一方面吸收某些颜色的光线，而另一方面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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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反射另一些颜色的光线，而问题的实质是它为什么会

吸收某些波长的光线，而不吸收另一些波长的光线？物

体只吸收某些特定波长的光线，这是由于物质分子内的

能级跃迁，分子振动、转动等吸收能量，但只能吸收具有

相应能量的光子，不同波长的光子能量不同，故只能吸收

相应波长的光线，等等。教师对于学生大胆的提问、设想

和质疑，老师要积极引导，给予充分鼓励和肯定。

４　运用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内容，物理学是一门实

验性较强的学科，在物理教学中以实验为手段，培养学生

的实践和动手能力。一是物理实验教学中可以激发学生

学习物理的兴趣，利用实脸的直观性可以加深学生对物

理概念和规律的记忆，利用实验的导向性可启发学生的

主动思维；二是利用物理实验结果的可信性和直观性强

化学生对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正确理解和认识，结合

物理实验结论，举例说明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物理现

象和规律，引导学生把课堂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联；三

是通过实验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比如，可引

导学生根据限定的实验器材，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制定

不同的实验目的，或者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己选择

实验器材，确定实验原理，制定实验方案，探求实验结论。

这样使学生能从不同侧面，对物理概念、现象和规律进行

理解和探索，从而使大脑思维得到极大的创新训练，这样

不仅培养了学生创造性的实践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

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５　运用逻辑推理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既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也是思维的崇高境

界。学习物理知识的过程就是掌握、探索和发现物理知

识的过程，也是严密的逻辑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过程。逻

辑能够为学习新知识、发现新问题提供思维方式，拓展思

维空间，畅通思维渠道，提高思维效率。整个物理知识体

系中，从永恒到变化，从直线到曲线，从量变到质变、从实

物到强场等物理变化，环环相扣，层次相连，推理由浅入

深、由简到繁。如用牛顿定律解决物理问题的过程就是

一个严密的逻辑思维的过程，教师要善于挖掘物理教材

中的发散素材，恰当选择发散点，通过逻辑思维联想生成

各种知识链、方法链、命题链，通过解题、回顾，对问题进

行引申和拓广［３］。既可通过定义物理量或物理规律的推

导来训练，也可通过处理物理习题来进行，既可通过从一

般到特殊，也可通过从特殊到一般。如动能定义式的推

导，通过功与能的关系，推导当外力对物体做功时物体能

量增加，速度增大，当用质量与速度表示外力做功的表达

式时，也就得出物体所增加的能量，即动能的表达式，再

以此推导出合外力做功与动能变化量之间的关系式，得

出动能定理的表达式，等等，通过一系列的物理逻辑推理

教学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２１世纪是竞争的时代，创新思维能力是高职院校新

世纪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必备能力。物理学科的特点决定

了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地位。科

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进步日新月异。因此，如何培养高

职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是当前物理教学的重要内容，也

是为培养日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必由

之路。勇于创新、不断探索，这是物理课程教学改革的重

点，也是当代教育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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