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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文峰中学1212名学生的物理与数学成绩进行抽样研究,采用spss统

计软件详细分析了物理成绩在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其物理成绩与数学成绩之间的相关程度.研究发现:从统计意义

上来说,不同物理成绩阶段的学生对于数学知识及其应用能力的掌握程度有所不同,因而,为教学工作者提高教学

效果找到一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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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是深受数学影响的,这不仅体现在物理

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数学,还体现在物理概念

和物理规律的阐述及物理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数学.
因此,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以促

进学生的物理学习已经成为高中物理教学大纲和高

考物理大纲的要求,这一点也被众多物理教学专家

和高中物理教师所关注.
有不少的研究通过分析中学生数学成绩与物理

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来具体地说明数学与物理学之

间的紧密联系.研究结果均显示数学与物理学之间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即:物理成绩好的学生其数

学成绩一般也不错,而数学成绩差的学生其物理成

绩通常也不好[2].这样的研究揭示出的是学生的物

理成绩与数学成绩之间的整体关联,它告诉我们:为

加深学生对物理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并提高其物理

成绩,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重视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

应用能力.然而,学生的知识水平有所不同,其学习

成绩也因人而异.那么,作为一名物理教师,如何才

能最大程度地做到因“才”施教呢?

1 抽样调查与数据处理

本人借以在定西市陇西县文峰中学教育实践的

机会,特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相关的数据收集并作了

相应的数据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据了解甘肃省2015年高考报名人数达30.38

万人,其中定西市高考报名人数为45075人.根据

有关教育统计的总体与样本容量的关系研究,采取

整群抽样法,选取了定西市陇西县文峰中学高三年

级的理科班学生共1212人,以他们的某次统考成

绩作为分析数据,这些学生的成绩分布在各个不同

的分数段.因此,虽然本次采用整群抽样法得到样本

数据,该样本的分布面不广,但就全国整体高中学生

的数学成绩和物理成绩而言,仍然具有随机性和代

表性.
此处的研究是为了分析不同分数段的物理成绩

与数学成绩之间的相关情况.主要选取了学生在本

次考试中的数学与物理两门课的成绩用于分析,其

中数学科目满分为150分,物理科目满分为110分.
处理数据的思想是先从整体上分析数学成绩与

物理成绩之间的相关情况,再细致划分不同分数段

的物理成绩与数学成绩之间的相关情况.因此,在对

物理成绩进行分段处理数据之前,首先采用了spss
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所有成绩数据进行总体上的分

析,得到了样本总体的数学成绩与物理成绩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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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由于不能保证所有的成绩

分布均为正态分布,因此,以下计算得到的相关系数

均为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相应的数据结果,见表1.
表1 样本总体的数学与物理成绩的相关系数表

物理 数学

Spearman的rho 物理 相关系数

Sig.(双侧)
N  

1.000
.

1212

.738**

.000
1212

数学 相关系数

Sig.(双侧)
N  

.738**

.000
1212

1.000
.

1212

  **.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从表1中可以得到以下的数据信息:学生整体

的物理成绩与数学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738,该相

关系数在置信度(双侧)为0.01的水平上是显著相

关的,即数学成绩与物理成绩之间的相关程度是极

其显著的,意味着数学与物理这两个变量之间有密

切关系.而且这个相关关系是正相关,说明从大方向

上来说,该校学生的数学与物理学习成绩之间存在

这样的关系:物理成绩越优秀的学生,他的数学成绩

一般不错,而数学成绩差的学生往往在物理成绩上

也不尽如人意.这与我们平时的日常经验相符,也与

现有的研究结论相同.
在此基础上,接下来以学生的物理成绩为依据,

以10分为一个梯度,将所有学生的成绩划分为8个

分数段:90分以上、80~89分、70~79分、60~69
分、50~59分、40~49分、30~39分、30分以下.分
别对这8个分数段的物理成绩与数学成绩进行相关

性分析并相互比较.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应用spss统计软件对以上的分数段进行相关

分析,得到相应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见表2.
表2 各分数段的相关系数比较表

分数段 人数(人)
人数百分
比/%

相关系数
显著性

水平(双侧)

90分以上 47 3.88 0.488 0.01

80~89 82 6.77 0.296 0.01

70~79 168 13.86 0.187 0.05

60~69 211 17.41 0.121 不显著

50~59 249 20.54 0.166 0.01

40~49 206 16.99 0.250 0.01

续表

分数段 人数(人)
人数百分
比/%

相关系数
显著性

水平(双侧)

30~39 156 12.87 0.316 0.01

30分以下 95 7.84 0.358 0.01

  为了方便和直观的比较,将以上各分数段的相

关系数以及它们所呈现的趋势,以物理成绩分数段

作为横坐标,各分数段对应的相关系数作为纵坐标,

绘制出折线图,见图1.

图1 各分数段的相关系数折线图

从图1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从该校所获取

得到的所有成绩数据,按物理成绩进行划分后,各个

分数段的物理成绩与数学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及相

应的显著性水平是有区别的,该校学生各分数段的

物理成绩与数学成绩之间的相关性为:两端相关性

强,中间相关性弱,即物理成绩与数学成绩之间的相

关系数随着物理成绩由低到高呈现出U型关系.也

就是说,物理成绩越好和物理成绩越差的学生,其物

理成绩与数学成绩的相关性越强,而处于中间分数

段的学生的物理成绩与数学成绩的相关性较弱.这

也就是说,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培养学生的数

学应用能力以促进学生物理学习,这样的方法对于

各个阶段学生的收效是不一样的.处于成绩分布两

端的学生,通过提高他们的数学应用能力可以较快

的提升物理成绩,而处于中间阶段的学生,通过加强

其数学学习以促进物理学习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因

此,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物理成绩水平的不同,制定相

应的措施以帮助不同成绩阶段的学生更好地完成物

理学习.图1所呈现的趋势将对我们的教学起到非

常重要的指引作用,也将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实现

因“才”施教提供十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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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与因“才”施教

物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对物理现象进行定量

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这个过程自然离不开数学.
我们可以把解决一个物理问题的过程大概分为以下

4个步骤:

第一,理解题意,分析具体的物理过程和情景;

第二,列出相关物理过程对应的数学表达式;

第三,正确计算求解;

第四,对数学结果进行物理解释.
物理成绩处于不同阶段的学生会在不同的步骤

上出现问题,因此要针对不同阶段学生的具体问题

制定不同的措施以促进物理学习.
对于物理成绩很好的学生,其数学成绩一般也

不错,数学基础是比较扎实的,因此他们在做物理题

时前两个步骤通常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步骤也只

有在计算很复杂的情况下才会出错,相对而言,第四

个步骤更容易犯错.这是由于这部分学生的物理和

数学基础都比较扎实,但是综合运用能力欠缺,不能

很好地将物理与数学在具体情景中结合起来.所以,

对于这样的学生就应加强其对物理与数学的区别认

知,多做一些提升型和综合运用的练习,在物理学习

上则应重视其方法的掌握.这是因为对于这些知识

基础扎实的学生,对其进行方法上的教学是十分有

利的.让学生首先掌握一定的方法,慢慢再形成自己

的学习方法,这样对于学生来讲,不仅是物理学习上

的提升,更是让他学会学习的重要一步.
物理成绩较差的学生,一般情况下,其数学的学

习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其数学成绩的提升一定

会很有利地促进其物理学习.但对于这样的学生,在

培养其数学应用能力之前,应该重视其基础知识的

学习,只有基础打扎实了,才能熟练的进行应用.这

是因为这部分学生在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

时,常常卡在第一或是第二步骤,因此前面的环节都

不能很好地完成就更不用说是后面的两个步骤了.
所以,对于物理成绩较差的学生,首先应重视其基础

知识的掌握,不论是物理或是数学,多做基础型的练

习,也要重视他们对数学与物理之间关系的认识.做

好这两方面的准备,再进一步的训练学生的数学应

用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地、系统地促进这部分学生的

物理学习.
而物理成绩水平处于中间阶段的学生,通常他

们对学习会处于半懂不懂的状态,他们不太清楚自

己什么会,什么不会.部分学生能自己寻找原因,但

是都不能抓住根源,于是即使很努力收效都不大.在

解决物理问题时,则可能在前面的步骤出问题,也可

能是后面的步骤不能很好的完成,即这部分学生不

是单纯的物理或是数学有问题,他们通常物理成绩

好却数学成绩较差,或是相反,数学成绩好而物理学

习有问题,所以他们的物理成绩与数学的相关性偏

弱.因此,对于这部分学生,教师首先应对其学习状

态进行调整,辅助其理清学习思路,再针对其物理及

数学上的薄弱环节进行加强练习.这样做对于学生

的提升会比较大.虽然单纯通过加强其数学学习以

促进物理学习的效果不明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

应加强其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数学对于物理的影

响是始终客观存在的,因此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都

应该认识清楚数学与物理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为后

续的学习打好基础,进一步熟练地应用数学处理物

理问题.

3 总结

总之,教师在高中物理的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

重对学生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这不仅能帮助学生

学好物理,提高学生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还能让学

生更深刻地理解物理学中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将

其灵活的应用在实践生活中和其他自然学科中.当

然,具体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根据学生物理成绩水平

的不同,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帮助不同成绩阶段的学

生更好地完成物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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