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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核心素养为切入点，简要分析高中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并探究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物理课堂教学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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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素质教育的推进，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创造与实践能力成为高中物理

学科的重要任务。高中物理“核心素养”是“三维目标”的综合体现，

也是高中物理学科制定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式的重要

依据，对于纠正高中物理教学偏差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提高学生社会

适应能力的重要手段。为此，高中物理教师需要深入分析“核心素养”

的特点和内涵，并围绕“核心素养”转变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 

1 高中物理核心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是指在教育中，学生逐渐形成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

求，能够促进其终身发展的综合能力，主要包括基本知识、道德品质、

实践能力等。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核心素养”体现在教师不仅要注重物

理知识的传输、学生物理技能的培养，还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创新

意识、正确价值观等。 

高中物理核心素养主要包含四个维度：物理观念、科学思维、实验

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物理观念是指对物质世界的本质性看法，主要

包括对物质、运动、物体间相互作用以及物质能量的看法。培养学生的

物理观念能够帮助学生正确、系统地认识物质世界；科学思维是一种思

维模式。在高中物理课程的学习中，学生要具备科学论证和推理思维、

科学探究与创新思维、独立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实验探究是指通过实

验进行证据推理，并解决物理问题。实验探究涉及到两个部分内容，即

“实验”与“探究”。实验是高中物理学科理论与实践的桥梁，需要学生

掌握基本的实验技巧。而“探究”则是包含实验、观察、发现问题、获

取证据、证据推理、获得答案等一系列环节的过程；科学态度与责任是

指学生对于科学与科学相关责任的正确认识。主要表现在科学与技术的

本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科学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学生观念、

态度、立场等的综合体现。 

2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物理课堂教学方式 
2.1 利用思维导图，培养学生物理观念 

物理知识是学生“物理观念”形成的基础。学生物理知识的积累，

能够以量变，引发质变。在高中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降低学生的

教学难度，通常将物理概念、公式等进行简化，并设计大量实验以直观

的方式展示物理知识。这种教学方法是对“实践”的重视，但忽视了物

理知识体系的构建。学生不能通过新知识对旧知识进行联想，也就难以

对知识进行系统性认识。为此，教师在进行物理知识教学是，需要利用

思维导图，增加物理概念之间的联系性。以“运动的描述”课程为例，

教师在每一章节教学前，可以引导学生绘制思维导图，将每一部分知识

用精简的语言进行概述。在新课程开始前出示包含“旧”知识的思维导

图，让学生通过学习自主填充内容，使学生的物理知识体系更加丰满和

立体。在“运动的描述”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

描述运动，考察学生对运动本质的理解程度，帮助学生建立物理观念。 

2.2 设置问题，发散学生的思维 

科学思维是学生在学习物理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在物理课堂上，

学生科学思维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教师若以自己的思维对学生

进行干预，不利于学生科学思维的形成。为此，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

地位，发挥自己引导与纠正的作用，以问题发散学生的思维。以“机械

能守恒定律”课程为例，教师可以播放“蹦极”视频。学生观看视频后，

教师提出问题：在蹦极的过程中，视频中男孩的势能与动能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势能与动能的总量是否发生变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规

律进行大胆的想象，作出假设。接下来，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弹簧、单摆、

自由落体等实验。提出问题：大家如何利用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猜想？引

导学生通过实验收集证据并进行推理， 后得出答案。 

2.3 小组学习，培养学生实验探究意识 

高中物理教学中，有许多定律和规律需要学生通过实验来验证。对

于“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实验，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

个小组内的成员自行分配好实验工作。管理实验物品的学生要检查实验

设备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在实验时督促学生正确使用实验设备，在实验

结束后要回收实验设备并且放在正确位置上；数据记录的学生要自制一

张实验表格，记录好实验的数据，在这个试验中，记录员要记录纸带上

各点到零点的距离、各点的即时速度；负责总结规律的同学要根据记录

员所记录的数据得出结论；负责误差分析的学生要寻找实验中的错误并

且更正，减小实验误差，避免实验错误；其他同学也要对实验进行监督、

指导和纠正。 后，小组内所有成员经过讨论和修改，将实验数据和实

验结果提交给教师，教师根据这些内容对学生的实验过程进行完善和指

导。 

2.4 联系生活，培养学生科学态度与责任感 

学生的观念、立场以及品质等需要通过学生的行为进行体现。为此，

教师应该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以社会热点提升学生的科学态度，并能

够主动承担纠正生活中错误物理认识的责任。如，引导学生认识身边物

理，教师可以出示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图片，这是武威出土的。

提出问题：铜奔马的受力如何？接下来，引导学生对飞鸟再进行受力分

析。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拓展，认识力学平衡、重心知识、，整体法、隔

离法等分析方法。“铜奔马”将奔马的奔腾不羁之势与平实稳定的力学结

构凝为一体，它所具有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更是中华民

族的象征，激发学生的科学热情和自豪感。根据“铜奔马整体”质量 7.15

千克，计算出静止时桌面受到的力，还可以分析相对速度等问题。这将

艺术与科学完美结合的分析，能够增强物理学科与生活的联系，提高学

生的科学意识。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高中物理“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需要利用思维导

图，培养学生的物理观念，设置问题，发散学生的思维，通过小组学习，

培养学生实验探究意识，联系生活，培养学生科学态度与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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