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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初中物理是给以后学生学习物理奠定牢靠的基础的其中一门学科，物理教师需要尽快的落实新课改的需求，在课堂实践还有

课后备课主动寻找有助于加强物理学科效果的措施和手段，尽可能在有限课时中可以获得 佳的教学效果，以转变物理课程教学里，学生所

具有的解题“数字化”问题。所以，下文将根据初中物理教学已有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初中物理解题“数字化”成因分析及矫正方法进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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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物理解题“数学化”成因分析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的时候，因为学生已经构成了解体的“数字化”，

因此教师在教学的时候需要直面这一现象，使用相应的矫正方法帮助学

生进行矫正，处理这一现象。但是教师在这过程里要具有针对性的解决

措施，要确切的认识到初中物理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解题“数字化”问

题的成因。下文将对其成因进行探究。 

1.1 过度注重题目里的数字 

在已有的初中物理课堂教学过程里，学生出现解题“数字化”的问

题的成因 主要的是在解题的时候，过度注重题目里的数字。从学生方

面看，在之前的课程学习时，教师通常会提醒学生注重题目里的数字信

息，以研究这些数字信息中的联系，从而进行解题。但是，从物理题目

来看，里面所含有的数字并不是全部具有价值的，所以，学生在解题的

时候，过度重视题目里的数字，并不一样可以获得准确的解题答案，从

而也就构成了解题的“数字化”。 

1.2 欠缺相应的物理思维 

学生本身欠缺相应的物理思维，从学生方面来看，物理课程是从初

中时期才正式设立的教学课程，所以，学生刚开始接触物理课程时没有

构成系统的解题思维。又因为教师课堂教学的时候，没有注重对学生解

题思维的训练，极易使得学生习惯性使用数学思维对待物理题目，导致

了学生解题的“数字化”。 

1.3 公式使用的简易性 

从初中学生来看，物理课程解题的时候，里面会要求学生使用物理

公式完成解题，但是对学生来讲，在使用物理公式的过程中，并没有准

确使用公式进行解题，而是直接简易的套用公式，如此极易导致解体的

“数字化”，相反对学生的课程学习造成阻碍。 

2 初中物理解题“数字化”的矫正方法 

从初中物理教师来看，教师已经明确认识到了初中物理课堂教学的

时候，使得学生构成解题“数字化”的成因，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要有针

对性的应用处理方法，以落实课堂教学，如此以来学生得到了良好的课

堂学习感悟，推动学生知识能力的加强。然后，下面将对其矫正方法进

行相应的研究。 

2.1 训练学生对题目的分析能力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过程里，教师要有效地矫正学生解题“数字化”

的现象，需要训练学生分析题目的能力。初中学生由于以前没有系统学

习过物理知识，缺乏有关的解题经验，并且教师在使学生开展物理题目

练习过程中，没有对题目开展分析，通常是让学生自行解题，待学生解

答完所有的题目以后，教师再进行统一的批改，然后再一起对学生进行

讲解，在讲述的时候才进行题目的分析，如此就无法使学生构成分析题

目的主动性，自然极易让学生对题目含义造成误解，以至于构成解题的

“数字化”。所以，教师对学生进行习题训练提前，要先对题目进行全面

的分析，以训练学生形成题目的分析思维。 

例如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里《光的传播》中，这门课程主要是使学

生了解光在介质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传播，以及了解到光在同种均匀

介质中是直线传播的。经过课程的学习，以大致培养学生的物理思维和

技能。所以，对于这节课程教学，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让学生开展纤细的

题目练习过程中，要对题目进行全面的分析，以训练学生分析题目的思

维。例如在光传播的实验里题目描述到“在充满烟雾的大塑料瓶里，用

激光笔发出的激光照射的路径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教师要让学生详

细分析，题目里也许会引起光路径变化的介质是均匀的吗，这样才可以

获得正确的答案。 

2.2 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技能 

利用加强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来矫正学生的解题“数字化”，在已有

的学科课程教学过程里，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实际上是极其重要

的学科教学目标。针对学生来讲，学生构成了对应的学科思维能力，也

就可以在学习或者解题的时候能够直观地发现有关的内容，以防止解题

“数字化”现象的产生。 

例如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里《平面镜成像》的教学时，这门课程主

要是使学生学会平面镜成像特征和原理作图。利用课程学习来巩固学生

的物理基础，构成学生的物理分析思维。对于这类课程内容，教师在教

学的时候能够使学生自行分析教材内容，发现问题并为别人解答问题，

之后教师在根据学生讲述的内容来引导教学，如此可以推动学生构成物

理课程思维能力，推动学生解题能力的进步。 

3 总结 

初中物理教学的时候教师既然认识到学生里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那

么教师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矫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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