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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标要求，高中物理教学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让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更加深入，有效提高学习

质量，高中物理学科的特点就是知识点广泛，但是这些广泛的知识点背后，都有一套非常严谨的逻辑，学生在传统的物理教学中只是被动接

受物理学逻辑，有了创造性思维，学生对这些逻辑进行假设、分析、实验、总结，无疑更有助于学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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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简单来说，就是让学生的思维彻底扩散开

来，当学生接触到生活中物理现象的时候，思维扩散联想到物理学知识，

就能够有效解答；当学生学习某一知识点时，思维扩散能联系到其他知

识点，完成知识框架的构建，当学生对某一知识点不了解或者存疑的时

候，思维扩散进行假想，在假想的基础上设计实验，来验证自己的思维

假想，从而对知识点深入了解。 

1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意义 
1.1 调动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传统的高中物理教学中，内容较为繁琐枯燥，如果缺乏创造性思维，

在学生对高中物理的热情消减之后，学习兴趣就会大幅度下降，而创造

性思维就好像学生的造血能力，为学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学习素材，让学

生对高中物理的知识点时刻保持好奇心，这样能大大抵消高中物理课程

的枯燥性。 

1.2 引导学生的探究能力 

千百年来苹果落地了无数次，但只有牛顿发现了其中的异样，继而

去探究苹果落地的原因，最终创造性的发现了万有引力，放在当前时代

来说，万有引力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词，万事万物都在万有引力的

作用下有特定的运动轨迹，比如“水往低处流”，那么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对事情的本质进一步探索，水就只能往低处流吗？其实不然，在

虹吸现象中，在压强的作用下就能实现水往高处流动，同时在海边的人

们会发现海水有周期性的升降现象，即是潮汐现象，它是海水在天体(主

要是月球和太阳)引力作用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力是有方向大小的，如

果有另外的力大于地心引力，那么很可能就造成水往高处流的现象，通

过这一系列探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以培养，对知识的理解肯定更加

深刻。 

1.3 帮助学生构建知识框架 

创造性思维的每一次扩散，由一个知识点联想到其他的知识点，就

很容易形成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例如《匀速直线运动》和《匀

变速直线运动》，其实本质都是物体的运动轨迹研究，只是速度规律不同

而已，学生在创造性思维引导下，通过逻辑推理能力，通过对知识点的

归纳、总结、分类、控制变量等，自然而然的构建了知识的框架，这样

学生的理解更加深刻，运用也就更加得心应手。 

2 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策略研究 
2.1 尽可能多的引导学生质疑，充分激发学生思维 

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多的引导学生对物理知识点进行质疑，

也可以扩展到对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进行质疑，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

学生对高中物理的兴趣大大增加，这就意味着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要更加

充分，引导学生对知识点进行质疑、假想、设计实验、数据处理、分析

得出结论等，对这一系列过程中学生的困惑和问题要及时反馈，并提供

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的学习习惯会被培养，创造性思维在不知

不觉中就已经培养。 

例如，针对那句阿基米德著名的句子“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

个地球”，引导学生进行质疑，展开假想，并且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

利用带刻度的支架杠杆、筹码、弹簧测力计等，设置不同组实验，让学

生记录数据、完成测量并得出结论，也可以在结论得出后，教师引导学

生联想日常生活中的杠杆现象，让学生明白阿基米德这句话虽然说的夸

张了点，但绝不是无的放矢。 

2.2 创设丰富的情境，让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的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因为学生

有很大程度的固有思维，因此教师就更要着重对学生提出问题与质疑这

方面的培养，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时候，可以创设丰富的情境，情

境可以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样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就有了目的与方向，

同时，生活中的经验可以帮助到思维的发展。 

例如，在《天体运转》的学习中，让学生根据记忆中月亮的阴晴圆

缺规律来对应天体运转规律，还有月食、日食等天文现象，其实都与天

体运转的规律有关，让学生明白天体运动会出现光线的反射以及遮掩现

象。 

2.3 丰富课堂教学形式 

课堂教学形式的丰富，使得高中学生兴趣更佳，更主动去学习，这

也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先决条件，以下列举丰富课堂教学的几个建议: 

2.3.1 多进行物理实验：实验是学习物理的根本，也是创造性思维

能够印证的基础，走不进物理实验室大门，学生就走不进物理课程； 

2.3.2 分组教学：适当分组教学，让学生与同龄人之间展开沟通，

比起与教师的沟通，同龄人之间的沟通会更加没有约束，思维的发散也

就更加彻底； 

2.3.3 课前预习与课后复习：教师让学生开展课前预习，对知识点

有一个初步了解，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就会轻松不少，课堂上教师引导

思维发散的时候，学生也就能跟得上，而课后复习，就是学生创造性思

维的巩固阶段，对思维发散所得做系统的规划，这很有必要； 

2.3.4 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物理学科具有一定抽象性，单纯靠文

字很难理解，运用多媒体教学，内容就会更生动具体的呈现在学生眼前，

还是以《天体运动》举例，天体运动的规律，包括自转与公转，学生需

要抽象性的去思考，不仅费力而且易错，利用多媒体教学，把天体的运

动在上面演示，学生的理解立马就能对号入座，思维也就能进一步扩散，

再例如《光的折射》，也是类似的道理，光的折射路径在多媒体中用带有

颜色的线条标注出来，改变折射的物体，角度立马会发生规律性改变，

学生对折射的角度理解就会更加深刻。 

3 结束语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就是引导学生对所学到的物理知识以及生

活中的物理现象有更深入的探究，改变以往的固有思维，让学生时刻保

持对物理知识和物理现象的好奇心，这样学生的兴趣得以提升，思维得

以活跃，对物理知识的理解更深刻，学习效果更佳。可以说适时开展创

造性思维的培养，对养成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有极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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