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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物理教师读书的方式方法,阐明通过读书学习,逐步孕育和凝练出物理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为

根本导向,物理教学应当落实“有趣,有用,有为”的教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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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师的学

问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讲,只能是读书学习和科学研

究以及教学研究.坚持读书学习,当是教师胜任工

作、不断突破的不二法门和“源头活水”.

1 物理教师的“源头活水”丰富多样

利用碎片时间读书学习,关注教育教学前沿动

态,不断完善升华提升自我,应当成为每天坚持的一

种习惯.潜心教学,以研促教,以研促学,反思凝练,
教学相长,力求精益求精,不断突破.物理的前沿知

识不断涌现,要守住教育的初心,需要与时俱进,不
断学习提升,不断为自己注入新的活力与源泉.网络

时代、自媒体时代,线上线下,学习的途径和方式是

多种多样的,可坚持传统的纸质阅读,范围宽广,可
涵盖教育教学的书籍、期刊,如物理核心素养方面的

书籍,可关注马亚鹏老师的《中学物理教育教学问题

研究》、余文森教授的《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
邢红军教授的《高中物理科学方法教育》、郭华教授

的《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郭玉英教授的《基于

学生核心素养的物理学科能力研究》、廖伯琴教授主

编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乃
至于《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学物理教与学》,都当

是枕边的“好伴侣”.当然,用好“手上的资源”,如手

机中国知网、教育教学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许多一线

教师和教育教学专家、大学教授的视频讲座和课件,
等等.从理论到实践,从线上到线下,从教学到管理,
这些“源头活水”,都可以给与我们很多教育教学上

的灵感和启示.

2 物理教师当在读书中梳理凝练教育教学主张

物理教师当从教育教学书籍中,不断获取前沿

教育教学新的观念和方法,不断丰富自己的认知,不
断梳理自己在教育教学上的思考,不断探索实践完

善教学模式,博采众长,学习提升,内化、转化,反思、
碰撞,逐步孕育和凝练自己在教育教学上的主张.
2.1 物理教育的根本导向是立德树人

“教物理知识”还是“以物理知识为载体育人”,

是两种不同的教学价值观,也是新手教师向成熟型

或专家型教师转变,实现从“物理教学”走向“物理

教育”的阶段性跨越.物理教师应当与时俱进,不断

探索新形势下物理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路径.初为

人师时,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在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

的深刻侵蚀下自觉不自觉“忘却”“疏远”育人价值.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当在努力站稳讲台后,逐渐尝

试跳出这种“藩篱”的“束缚”,尝试从更高的层面审

视、挖掘物理学自身的教育价值并探寻其实现的途

径,不断丰富物理教育的内涵与价值.如在与学生一

起学习讨论远距离输电时,可引导学生从为什么需

要采用远距离输电(能源问题),如何进行远距离输

电(技术问题),这种思维和方法对解决其他问题,甚
至对于人生有何启示和帮助(哲学问题:局部与整

体、量变到质变、自然守恒的辩证关系等)等角度逐

层推进教学,学生经历提出问题,到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习得知识,应用知识,发展思

维,培养能力,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另外,教师自

身要以情优教、以德养性、言传身教,要以兢兢业业

的教学态度和教学行为,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领于知识传授之中,通过知识和技能方法传授,启发

学生自觉认同,产生共鸣与升华,实现潜移默化的育

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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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物理教学应当落实“有趣 有用 有为”的教学

主张

由于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习惯于

习题的训练,学生感觉到物理好像就是不断重复地

解题、考试;本来应当是有趣有味的物理课,很多时

候都被枯燥无味的习题课所代替和占领;而当学生

在面对解决生活中真实的物理问题时,却往往无所

适从,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同时,
学生所学的知识多数都是碎片化的,难以形成结构

和系统,不仅容易遗忘,更无从达到方法与思维的有

效迁移和应用.面对于此,笔者积极探索实践“情境

创设 — 问题驱动 — 探究解决 — 迁移应用”课堂教

学模式,将“情境问题化,问题层次化,知识结构化,
思维逻辑化,指向问题解决,培养可迁移能力”,并逐

步凝练物理教学“有趣,有用,有为”的“三有”教学

主张.即以创设大情境、设置大问题作为物理教学的

牵引和统领,将情境作为连结物理知识与现实生活

的有效载体,还原物理“有趣、有用”的本源,帮助学

生逐步从表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从碎片化学习走

向结构化学习,从习得知识走向解决问题,从物理课

堂走向生活实践,以实现在面对新情境、新问题时能

将方法和思维进行有效迁移.在日常教学中,可以随

堂实验、生活场景等多种形式灵活创设情境,并引导

学生在感知情境的同时,从物理学视角去思考问题,
逐步在经历、体验、感悟、探究、讨论、合作、反思中,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发展科学思维,建构

物理观念,凝炼解决问题的大思路大方法,培养迁移

应用能力和科学态度与责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达
到“有用、有为”.如在讲授力学内容时,可以“如何解

决交通违章问题”作为大问题,以生活中的“交通违

章现象”作为大情境,通过呈现多层次交通违章情

境(如超速、超载、保持车距、酒后驾车、疲劳驾驶、雾
雨天需减速、行车打手机、毒驾、不系安全带、追尾事

故、车窗抛物、刹车制动系统失灵、ABS防抱死装

置、佩戴安全头盔、配置安全气囊、设置缓冲坡、冰雪

天气在路面撒盐、轮胎与不同路面动摩擦因数比较

或测试、汽车转弯限速、转弯路段路面外高内低、进
行科学交通管制、智能驾驶等,以视频、图片、文字等

呈现立体、多元、真实的情境),设置层次性、阶梯性、
结构性系列问题.如设置以下问题:(1)为什么高速

公路上要设置“安全距离为200m”的标志牌? 为什

么不设置300m呢? 试分析其合理性;(2)如何帮助

交警同志判断某一交通事故是如何引起的;(3)行

车时,为确保安全,有哪些措施? (4)汽车拐弯时,
需怎么处理,对路面有何要求? 路面倾角需设置多

少才合适? (5)如何估算汽车碰撞时的冲击力?
(6)为减少“超速、超载及酒后驾车”等交通违法行

为,你有什么建议和对策? 每个问题下面可以有若

干其他子问题,形成问题串或问题簇,等等.以此统

领必修一、必修二、选修3 5运动学、动力学的学习

内容,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逐层解决交通违章

这一现实问题.通过以交通违章现象为载体和线索,
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运动学知识、力与

运动的关系、直线运动与曲线运动、牛顿运动定律、
功能关系、能量和动量、图像工具等知识有效牵引、
关联、整合,引导学生辅以思维导图,实现知识的结

构化和系统化.学生经历物理建模、推理论证、分析

综合等科学思维过程,逐步加深对“力”作用的瞬间

性、“力”对时间的累积效应、“力”对空间的累积效

应等的认识与理解,逐步体验运用物理思想、观点和

方法解决问题,并提炼确定:选择研究对象 → 运动

状态分析→受力分析→建构物理模型→运用物理

观点 → 构建数学方程这一解决问题的大思路、大方

法.从运动学→动力学,从牛顿定律→动能定理→
动量定理,从运动观 → 相互作用观 → 运动与相互

作用观,逐步加深对物理概念、原理的理解和运用,
逐步形成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及能量观并用其解决

问题.同时,当学生在遇到下一个问题时,发现原来

所学知识无法解决,可激发其主动学习和获取新知

识的兴趣和愿望,也有利于学生回头重新审视已学

知识,加深对物理观念的理解和运用,促进知识结构

优化.另外,也可深度挖掘、适时显化交通违章问题

及问题解决过程中隐含的育人价值,促使原始问题

解决与物理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如渗透规则意识、生
命观念、安全意识、法治意识的培育,推动社会责任、
管理意识、系统思维、道德观念的培养[1],实现物理

的“有用、有为”.
育境无止路修远,陌杨自向云天直.读书是一段

苦旅,更是一种修行.个中滋味,当须慢慢品味、经历

体验.为师者,需不断耕耘、探索、思考、梳理、实践,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用行动不断践行教育的初心,
不断行走在为学生、也为自己筑梦圆梦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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