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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是物理教学的重要任务,物理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思维过程,良好的学习活

动可以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将从思维的积极性、思维的有效性、思维的丰富性、思维的发散性等4个方面谈谈如何

优化学习活动设计,进一步提升学生思维品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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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有句名言“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和思构成求知活动的两个必

要前提,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又以思为本.中外

的教育家总是把对学生思维的培育作为一项十分重

要的任务[1].因此我们在物理教学中,精心设计学生

的学习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引导学生运用分

析、综合、抽象、概括、演绎、类比、等效等思维方法,
在学习过程中真正训练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思

维品质.下面从4个方面阐述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

1 开展实践活动 激发思维的积极性

课前的学习活动是学生独立的、自我学习的活

动,是发现学习,主动学习.也是让学生在积极的、有
准备的、带着问题的状态下投入课堂学习.有效的课

前学习活动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动

手、动脑、探究能力及观察能力的一种载体,同时它

还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生活的

经历以及课前储备的知识和能力.
如在“平面镜成像”一节的教学中,我们可以根

据知识来源于生活,并且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学
生在生活中也有初步的体验和一定的感性认识.在
此基础上,精心设计课前学习活动,容易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引发学生积极思考.通过完成一系列的思

维活动,促进学生深入思考,对教材上的说法和观察

的现象进行思辨,不断思考,进而发表自己的观点.
发现一切你们能“照镜子”的地方,观察并拍摄

照片.
你发现平面镜成像有什么特征? 请列举出来.阅

读教材相关章节,看看你所观察到的与教材上所论述

的有什么不同? 你是否能够判断? 将其填入表1.
表1 观察到的与教材上的对比

你观察到什么 教材上怎么说 你认为

  要求:照片中有“你”有“像”,能反映你所发现

的平面镜成像特征.
学生在完成活动的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有以下

几种.
学生甲观察到:我离镜子越近,镜子中的我就变

大,教材上说,像与物体的大小相等.我认为:亲自实

验过了,还拍了视频,看到了当人向平面镜靠近,镜
子中的人变大了.像比物体大.

学生乙观察到:镜子中的我和我自己一模一样,

像印上去的一样,教材上说,像与物体的大小相等.
我认为,像与物体的大小相等.

学生丙观察到:当我站在河边,河里有一个倒着

的我,但我早上照镜子时,镜子里的我是正立的.教
材上说,平面镜成的像是正立的.我认为,平面镜有

时成正立的像,有时成倒立的像.
学生丁观察到:镜子中的右手是我的左手,时钟

上3点,镜子里读出来是9点.教材上说,平面镜所

成的像左右相反.我认为,平面镜所成的像左右相

反.
这种精心设计的开放性的学习活动,学生自主

选择生活中的场景或感兴趣的生活现象,让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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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活动中,自然地生成疑惑,并对其进行思考再

与教材中的观点进行对比,在比较的过程中,不断地

质疑,通过一系列思维冲突和认知冲突,产生强烈的

想知道正确答案的愿望.这种愿望驱使学生积极思

考,产生创新的思维,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维品

质,同时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暴露的前概念问题,进
行针对性的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2 优化活动的过程 保证思维实效性

正确的思维方法是实现思维目的、保证思维有

效性的前提条件[2].荀子曾说:“知通统类,如是则可

谓大儒矣.”学习要善于运用逻辑推理能力,找出事

物之间的相关联系,能够对事物进行分类,这样才是

真正有效的学习.简单易操作的学习活动,学生既不

感兴趣,又对思维的训练没有太大的提高.难度大的

学习活动,学生望而退步.因此适宜的学习活动,显
得非常重要,因此教师要对活动的过程进行优化,在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这样才能保证思维的效能.

如在凸透镜成像规律的教学中,课程标准要求

验证实验,学生只是按照活动卡的实验步骤,按部就

班地完成,在学生的头脑中也许不会留下太深刻的

印象,对凸透镜成像的规律仅仅是简单的记忆,对规

律的来龙去脉并不能真正理解,如果我们把“验证凸

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改成“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
的实验,将整个的实验过程进行优化,搭建思维的支

架,降低分析、归纳的难度,形象呈现,切合初二学生

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特点.
如表2所示,学生记录凸透镜成缩小像的实验

现象和实验数据.
表2 凸透镜成缩小像的实验现象与实验数据

f=10cm

像的大小 物距u/cm 像距v/cm 像的正倒 是否在光屏上

缩小 38 13 倒 是

缩小 35 14 倒 是

缩小 29 15 倒 是

缩小 25 16 倒 是

缩小 22 18.5 倒 是

缩小 21 19.5 倒 是

  面对6组数据,学生只能分析出:物距变大,像
距变小的结论.八年级学生正处于从形象思维过渡

的阶段,分析归纳数据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凸透镜成

像规律并不是像反射定律(角度相等)和平面镜成

像特点(距离相等)那样简单的等量关系.需要对数

据进行一定的分类和归纳才能得出规律.
如何再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分析数据,得出物

距、像距在一个区间范围内,思维的难度很大,从数

据上几乎找不出任何规律.此时可以添加一个活动:
让学生借助图像来寻找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用纸条

代替物与像(事先剪好的“物”“像”黑色),贴在主光

轴上,通过纸条的长度和倒正以及粘贴的位置形象

直观展示出来,如图1所示.同时将实验过程中每一

次成像的痕迹都保留在刻度纸条上,优化后的活动

帮助学生从纸条的粘贴位置和长短及倒正等信息,
学生仔细观察就分析出凸透镜成缩小实像的规律.

图1 凸透镜成像规律活动

说明:在黑板上提前画好刻度,从0(凸透镜的

位置)向左右两边增加,如果像(或物)是正立的将

纸条箭头向上,倒立的则将纸条箭头向下,粘贴.用
纸条的长度代表像或物的大小,用纸条对齐像(或
物)剪下,当研究放大像时,为了区别像的放大或缩

小情况,用黑色代表缩小的物和像,用红色代表放大

的像与物.最后用序号表明物与像的一一对应.
优化后学习活动,犹如数学中添加辅助线,不仅

保证了学生思维的流畅性,增加了思维的效能,同时

也教会学生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

3 充实活动的内容 提高思维丰富性

在物理教学中,教师往往关注学生活动中正确

的实验现象,而对实验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现象往往

认为学生没有按照正确的实验步骤操作,缺乏深入

的分析,导致学生的思维受阻[3],对所学知识理解不

到位.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就会出现“营养不良”.
在“电路的动态变化”一节的教学中,在电源电

压不变时,学生在移动滑片过程中先直接观察到3
个电表的变化情况,然后再进行理论分析也可以得

出电流表、电压表的变化情况,与之前观察到的现象

一致.为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可以增加一个探究

实验活动:即通过观察计算两个电压表的变化量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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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表变化量的比值大小.可以得出两个电阻R1,R2 两

端电压的变化量与电流变化量的比值是相等的.这与

他们之前的固有思维有冲突,认为是不相等的.
解决方法:可用定值电阻的U I 图像分析解

决.定值电阻R1 的数值等于两端的电压与通过电流

的比值,因为在U I图上是一条经过原点的倾斜直

线,阻值就是斜线的斜率,其大小也等于其两端电压

变化量与电流变化量的比值,如图2(b)所示.

图2 定值电阻U I图像分析

即 U
I =ΔUΔI

又因为 ΔU2=ΔU1

所以 ΔU2

ΔI =ΔU1

ΔI =ΔU1

ΔI1 =R1

通过增加这样学习活动的内容,既拓展了学生

的思维深度,又通过数理结合分析,进一步增加了思

维的广度与难度,强化了学生的立体思维能力.

4 创设开放活动 提高思维发散性

发散思维是物理学习中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它是由一个基点向不同的方向去选取信息、材料,进
行重组、整合,提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使思维呈

现出多维发散状.同时发散思维能力也是工作和学

习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我
们可以创设开放情境,促进学生多方位思考,培养学

生的发散思维.
如在“压强变化”一节的教学中,在新课引入环

节,我们可以创设一个这样的开放情境:带有盖子的

轻质柱形容器中盛有水,放在水平桌面上,将一个玻

璃板置于容器上.玻璃板上面放置一块正方体.怎样

操作可以改变桌面受到的压强? 如图3所示.
学生依据创设的情境从各个方向、多种角度拓

展思考,想到不仅仅是图3中6种改变桌面受到的

压强的方法.最后我们又引导学生对以上方法进行

梳理,分类归纳得出改变压强的方法有:(1)压力F
不变时,改变受力面积S;(2)在受力面积S不变时,
改变压力F;(3)改变压力F 的同时改变受力面积

S.帮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同时提高学生综合分析归纳的能力.

图3 “压强变化”教学中创设的开放情境

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思维活动多向发展,学
生由寻找唯一正确答案的集中思维,拓展转变为多

方位的发散思维,训练中如果形成的发散思维链越

多,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效果就越好.
同样,在习题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一题多

用、一题多解、一题多变,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多
方位,用不同的思维方法进行因果分析,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进而使学生对物理问题分析

的更全面、更深刻.
物理学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维能力养成的

过程,无论是概念还是规律的学习,都是学生积极参

与思维的过程;因为人的思维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
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只有在学习知识的过程和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知识和经验才能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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