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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张涛

济南市莱芜高新区实验学校，271100；

摘要：“物理乃自然之镜，思维乃探索之光。”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不仅是课程教学的

核心目标，更是学生未来科学探索和创新发展的基石。本文以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初中物理教材为例，结合教学

实践，深入探讨如何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通过问题导向、实验探究、案例分析和逻

辑推理等方法，本文旨在提出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教学策略，以期促进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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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日益

提高，科学思维能力成为衡量人才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初

中物理作为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关键学科，其教学质量

直接关系到学生未来科学探索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因此，如

何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成为当

前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科学思维能力的内涵与重要性

科学思维能力是学生在学习与探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

心素养。在初中物理教学中，这种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它不仅涉及到对物理现象和规律的观察与实验，更涉及到对

这些现象背后深层原理的分析、推理和判断。首先，科学思

维能力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物理概念和规律。通过观

察实验现象，学生可以将抽象的物理知识与具体的生活实践

相结合，使学习变得更加生动和有趣。同时，这种能力还能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使他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迅速找

到解决方案。其次，科学思维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重要基础。在探究物理问题时，学生需要不断尝试

新的方法，提出新的假设，并通过实验验证这些假设的正确

性。这种过程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实践动

手能力，为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最

后，科学思维能力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

在当今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竞争日益激烈。具备科学思维

能力的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快速掌握新知识、新

技能，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在初中物理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2 初中物理教学中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策略

2.1问题导向的教学策略

问题导向的教学策略是以问题为核心，引导学生通过独

立思考和合作学习来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在初中物理教学

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设计一系列具有启

发性和挑战性的问题，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实验、分析等方

式来解决问题。例如，在学习“浮力”时，教师可以设计一

个问题：“为什么船能浮在水面上？”然后引导学生通过实

验来探究浮力的原理和影响因素。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好奇心，还能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实验能力。

2.2 实验探究的教学策略

实验探究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学

生科学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实验探究中，学生可以通过

亲手操作、观察现象、分析数据等方式来深入理解物理概念

和规律。因此，教师应充分利用实验资源，设计具有针对性

和趣味性的实验探究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科学的魅力。

例如，在学习“光的折射”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激光笔

和水杯等器材进行光的折射实验，观察光线在不同介质中的

传播规律。通过实验探究，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光的折

射原理，并培养自己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

2.3 案例分析的教学策略

案例分析是通过分析具体案例来引导学生理解物理概念

和规律的教学方法。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

内容和学生实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

通过案例分析，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物理知识的应用和

意义，并培养自己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

学习“电路”时，教师可以引入一个家庭电路故障的案例，

让学生分析故障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案例分析，学生

可以更加熟悉电路的工作原理和故障排除方法，并培养自己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2.4 逻辑推理的教学策略

逻辑推理是科学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初中物理教

学中需要重点培养的能力之一。在逻辑推理中，学生需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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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知的物理知识和规律进行推理和判断，从而得出新的结

论或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

能力，通过设计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逻辑推理题目来锻炼学生

的思维能力。例如，在学习“欧姆定律”时，教师可以给出

一些电路图和电阻值等数据，让学生运用欧姆定律进行推理

和计算，从而得出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等参数。通过逻辑推

理的训练，学生可以更加熟练地掌握物理知识和规律，并培

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

3 结合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初中物理教材的教学

实例

在“声音的产生与传播”一章中，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

声音传播的特性，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

播速度的比较”实验。实验前，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复习声

音传播的基础知识，然后准备实验所需的材料，如闹钟、水

槽、不同材质的固体块（如木头、金属）等。实验过程中，

学生将闹钟分别放置在空气、水中和固体块上，观察并记录

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情况。通过实验数据的比较，学生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的差异，并思

考背后的原因。这样的实验设计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实

验能力，同时让他们对声音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有更深入的理

解。

在“光的直线传播”一章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光的直

线传播规律，教师可以引入一个“小孔成像”的实验案例。

首先，教师可以简要介绍小孔成像的原理和实验所需的材料，

如纸板、针、蜡烛等。然后，学生根据教师的指导，自己制

作小孔并观察蜡烛通过小孔在纸板上的成像情况。在观察过

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小孔的大小、位置等因素对成

像的影响，并鼓励学生分析其中的物理原理。通过这个实验

案例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够理解光的直线传播规律，还能够

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电阻与欧姆定律”一章中，为了让学生探究电阻大

小与哪些因素有关，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探究电阻大小与哪

些因素有关”的实验探究活动。实验前，教师可以先让学生

回顾电阻的基本概念和欧姆定律的内容，然后提供不同材料

和长度的导线以及电阻测量仪器。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

自己动手测量不同材料和长度的导线的电阻值，并记录数据。

通过分析数据，学生可以探究电阻大小与材料、长度和横截

面积等因素的关系，并尝试解释其中的物理规律。这样的实

验探究活动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让他

们对电阻和欧姆定律有更深入的理解。

4 结束语

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项长期而

复杂的任务，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和实践。通过实施问题导向、

实验探究、案例分析和逻辑推理等教学策略，结合山东科学

技术出版社初中物理教材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有效提升学

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物理知识，

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他们未来的科学探

索和技术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让我们携手努力，为学生的

科学思维能力培养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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