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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一物理“学困生”是掣肘物理教学质量全面提升的“瓶颈”,是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客观上,知识难

度加大;主观上,基础薄弱,学法不当,造成“学困”.“三环九法”从实际出发,转化“学困生”.“三环”是激发学习兴

趣、优化教学策略和强化学法指导.“九法”是“三心”催化法、赏识教育法、成功体验法、亲力亲为法、期待效应法、科

学“问题”法、动画模拟法、优化学法和错题档案法.“三环”环环相扣,“九法”相得益彰.只要“学困生”努力,教师给

力,转化就得力,“学困生”就一定能“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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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困生”是教育的“老大难”问题,是掣肘高中

物理教学质量全面提升的“瓶颈”,尤其是高一物理.
究其成因:

(1)客观上教材难度增加.高一物理现行教材

的重点和难点都相对集中在第一学期,和初中相比,

这是一道不小的“棱坎”,“坡陡弯急”;加之,教学内

容和研究方法较初中又发生了“突变”,难度增加.第

三章“力”中,矢量的概念、受力分析、牛顿第三定

律、力的正交分解、运算法则等,难点多,坡度大;思

维要求从定性的描述推向定量的讨论及从问题的定

性分析到定量的处理,跨度大,转弯急,许多学生转

不过这个弯,致使教师一讲就会,不讲不会;一用就

错,一放就忘.
(2)主观上,这些学生物理基础薄弱,知识性欠账

多,物理思维能力差,学法失优,兴趣不浓,积重难返.
高一物理“三环九法”“学困生”转化法要旨如下.

1 激发学习兴趣

教育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兴趣是积极探求某

种事物或进行某种活动的基础.“学困生”只要有了

学习兴趣,就有了主动学习的“心向”和动力,学习

过程就会产生强大的内动力支持.所以,物理教师只

要从高一“学困生”的实际出发,想方设法激发其学

习兴趣,学习对他(她)来说就不是一种负担了,而

是一种享受,一种愉快的体验,就会越学越想学,越

学越爱学.爱因斯坦也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1 “三心”催化法

教师要坚定“转化一个‘学困生’比培养一批优

秀生更难,更光荣”的观念.热爱“学困生”是转化

“学困生”的先决条件,这种主观情感体验决定着教

师的行为选择和趋向.教师只有爱“学困生”,才能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困生”才有进步的信

心和动力.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困生”,以爱

心、诚心、耐心“三心”与他们“亲密接触”、零距离交

流、谈心、情感沟通,让他们时时处处体验到教师的

期望和信任,让爱的“阳光雨露”播撒在“学困生”的

心灵上,唤起他们对教师的热爱,从而产生“亲其师,

信其道,乐其学”的效应,诱发学习兴趣.

1.2 赏识教育法

遵循发展性原则,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告诉我们,教师一方面要善用赏识教育法,以赏识的

态度和目光看待 “学困生”,让他们因为赏识而感

动,因为赏识而愉悦,激发兴趣,并培养自我激励、自

我教育的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善于帮助“学困生”

制定够得着、达得到的学习目标,凭他们原有的心理

智力与能力水平,经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达标,并且能

力逐渐得以提升.教师要善于发现“学困生”的“闪

光点”,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激发他们的成就动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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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保持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这样,可爱的“丑小鸭”

就会变成美丽的“白天鹅”.

1.3 成功体验法

课堂上,教师要善于给“学困生”创设板演和展

示自我的机会,捕捉他们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取得的

很小的成功或点滴进步,适时给予真切的表扬和鼓

励,改善“学困生”在班级中的地位,使他们充分体

验成功的喜悦.激活潜能,促其智力活动达到最佳状

态,真真正正尝到“我努力,我能行”的成功体验和

“我学习,我快乐”的精神享受,激发兴趣和求知欲,

形成学习动机.

1.4 亲力亲为法

给“学困生”多创设“新”、“奇”、“悬”、“趣”的物

理实验,布置生动有趣的实验制作,让学生搜集、宣

讲很有教益的科学轶闻趣事等,只有学生亲力亲为,

才能增添他们的学习兴趣.例如“一只麻雀撞毁飞

机”的著名“鸟击事件”.按理说,体型小、重量轻的

麻雀,与钢筋铁骨的飞机相撞应该是以卵击石的效

果,但是飞机为什么能被撞坏? 这种既“奇”又“趣”

的轶闻趣事引发了学生上网、泡图书馆、讨论运算,

争先恐后,不亦乐乎.

2 优化教学策略

课堂是实施教育教学的主阵地,也是转化“学困

生”的主战场.优化教学策略是“学困生”转化的有

效策略,也是关键节点.

2.1 期待效应法

“期待效应”亦称“罗森塔尔效应”,它告诉我

们:赞美、信任和期待是一种巨大的正能量,它能改

变人的行为.教师应不吝“语言期望”和“行为期

望”,积极地评价、期待、关心、帮助、爱护、表扬和指

导 “学困生”,如“我相信你一定能 ……”“你会有办

法的”等,他们就能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变得

自信、自尊,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就会向着教师期

待的方向努力,从而达到教师的预期期待.实践证

明:90% 的“学困生”都脱“困”了.

2.2 科学“问题”法

课堂上,教师要善于创设“问题”,充分调动 “学

困生”的生活积累和已有的知识基础,以达到智力

活动的最佳状态,激发求知热情.问题的设置要科

学:小而具体,新而有趣,富于启发性,要有适当难度

(只要他们经过努力就能回答正确).“学困生”回答

正确,要及时予以肯定,并重复一遍他(她)的答案,

以引起大家对他(她)的重视;如果回答错误,不要

批评,也不要讽刺挖苦,更不要让别的学生立即说出

正确答案而使“学困生”感到难堪,任课教师要循序

渐进,把该问题拆分成几个步骤或几个小问题,多设

几个“过桥”,化大为小、化难为易,分层推进,一步一

步启发和引导“学困生”,直至答对.“问题”的设计

切忌过难,切忌超出“学困生”的现有知识水平和能

力,避免尴尬.

2.3 动画模拟法

巧用课件、动画模拟等多媒体技术增强课堂实

效性,提高学习兴趣.高一许多物理现象、规律、过

程,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张嘴”,很无奈,很苍白无力,

讲是讲不清楚,画是画不明白,教师教得费劲,学生

学得吃力.但是,巧用现代化多媒体技术,对物理现

象、规律、过程等重难点进行动画模拟,完整地再现

知识的生成,这些难以说教的知识就很直观、形象地

呈现出来了,瓶颈也就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学困生”

容易理解,兴趣就浓.教者轻松,学者愉快,一举两得.

3 强化学法指导

《老子》曰,“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就高一

物理而言,“学困生”多是学法失优.真正能提高学

生物理学习成绩,转化“学困生”的好方法还得数

“好的学习方法”.教师应加强物理学法指导,暖其

心、授其法、导其学,帮助提高学力,逐渐“上路”.

3.1 优化学法

教师除了教给“学困生”“通用学法”(预习、听

讲、复习、作业、应考、课外学习等)外,还要特别强

调:一要学会“两先策略”,即“先预习后听讲,先理解

后记忆”.预习是提高听讲效果的先决条件,没有预

习就没有高质量的课堂听讲.为了避免盲目的、低效

的听讲,课前必须做好预习.同时,要求他们学习物

理不能光靠死记硬背,应重在理解.二要学会总结归

纳.学会“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一节课或一个单元

学习结束后,指导“学困生”学会整理积累知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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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知识逻辑框图,勾画“知识树”,将知识进行梳

理、整合,由点连成线,由线成网,使知识便于贮存和

易于被激活.三要学会应用.指导“学困生”对概念、

定理、公式、法则进行系统地、由浅入深地定性练习,

逐步深化抽象概括的思维能力、逆向思维能力、发散

思维能力、全面分析能力;通过专题训练和“一题多

解”训练,引导他们学会读题、理解题意、捕捉条件

和题解的确切信息,学会分析物理情境,对具体物理

过程作具体分析,建立物理模型的思维方法,培养和

提高学生独立审题、规范解题的能力.力争做一题,

会一类,通一片.在应用中不断内化知识,筛选、补充、

改进学习方法,从而构建适合自身特点、符合自身认

知规律的学习方法,使学生乐学、爱学,直至“会学”.

3.2 错题档案法

引导“学困生”树立错题也是资源的意识,对错

题反思交流,收集整理,分类建档,追根溯源,找出症

结,归因处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例如:列车在离车

站9.5km处开始制动刹车,此时列车的速度为342

km/h,列车匀减速到站并刚好停住.求该列车进站

时的加速度多大? “学困生”第一印象就是:缺少条

件! 没法做.原来这道题的一个已知条件“v=0”是

以隐含形式给出的,“刚好停住”的寓意就是“v=
0”,是隐含条件.“学困生”在读题、审题和分析题时

没有捕捉到这个有效的信息,感觉少条件,找不准需

要用的公式v2-v20=2aL 而无法解答.通过归因分

析,明白了:要重视捕捉“部分已知条件是隐含条件

这个有效信息”.
“三环九法”,其“三环”环环相扣,“九法”相得

益彰.高中物理,只要“学困生”努力,教师给力,转

化就得力,“学困生”就一定能“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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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 科学家首次揭示水的全量子效应

     本刊资料室

“水的结构是什么”是《科学》杂志在创刊125周年的特刊中提出的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之一.
水的结构之所以复杂,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源于水分子之间的氢键相互作用.人们通常认为氢键的本质为经典

的静电相互作用,然而由于氢原子核质量很小,其量子特性(量子隧穿和量子涨落)往往不可忽视,因此氢键

同时也包含一定的量子成分.氢核的量子效应对氢键相互作用到底有多大影响? 或者说氢键的量子成分究

竟有多大? 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水/冰的微观结构和反常物性至关重要.
最近,由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王恩哥和北京大学教授江颖领导的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水的

全量子效应,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水的奥秘.为实现对氢核量子特性的精确探测和描述,江颖课题组和王恩

哥课题组近年来在相关实验技术和理论方法上分别取得突破.他们成功发展了对于氢核敏感的超高分辨扫

描探针显微术,开发了基于第一性原理的路径积分分子动力学方法(全量子化计算),实现了单个水分子内部

自由度的成像和水的氢键网络构型的直接识别,并在此基础上探测到氢核的动态转移过程.
最近,他们又基于扫描隧道显微镜研发了一套“针尖增强的非弹性电子隧穿谱”技术,突破了传统非弹

性电子隧穿谱技术在信噪比和分辨率方面的限制,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了单个水分子的高分辨振动谱,并由此

测得了单个氢键的强度.
通过可控的同位素替换实验,并结合全量子化计算模拟,研究人员发现氢键的量子成分可远大于室温下

的热能,表明氢核的量子效应不只是对经典相互作用的简单修正,其足以对水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显著的影

响.进一步分析表明,氢核的非简谐零点运动会弱化弱氢键,强化强氢键,这个物理图像对于各种氢键体系具

有相当的普适性,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氢键的量子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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