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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的提出与发展：本世纪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率先提出了“核心素养”结构模型。它要解决的问题是：21 世纪

培养的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最核心的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才能成功地融入未来社会，才能在满足个人自我实现需要的同时推动社会发展?2014

年教育部研制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

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性：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物理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是学生通过物理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带有物理学科特性的优秀品质，是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物理观念的形成、

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实验探究技能的形成、科学态度与责任价值观的形成四个方面。物理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要求教师深刻认识物理课程

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价值所在，关注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培养。改革当前物理课堂教学，实施物理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要求我们注意学科核

心内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实际问题以及教师以身作则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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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研究的意义 

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体现在教师物理教学及学生物理学科学习

的全部过程中。物理实验是开展与强化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一个有力抓

手。学生在实验的解决过程中对物理观念的形成、科学思维的培养等方

面都会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一个好的实验设计能够使物理核心素养的培

养事半功倍，同时也是学生学习效果一个人发展现状的一个有效检测手

段。所以该课题的研究很有必要。 

2 课题名称的界定和解读 

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物理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

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学生通过物

理学习内化的带有物理学科特性的品质，是学生科学素养的关键成分。

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物理观念 2.科学思维 3.实验探究 4.科学态度与责任 

物理教学：基于教学内容与学生发展的检测性实验的设计。包括：

1.书面表达、口头表述性等物理实验的设计；2.典型性、概括性、可操

作性等的实验内容上的设计；3.对象及群体选择的梯度性物理实验设计；

4.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个人素养提升的设计。 

3 课题研究的步骤和举措 

3.1 课题研究的步骤 

3.1.1 准备阶段(2018 年 6 月--8 月) 

3.1.1.1 成立课题研究小组，并积极征得同组教师的支持与协助。 

3.1.1.2 课题组成员通过网络、教育论著等积极学习理论知识，强

化对核心素养及学科核心素养的深层次认识。 

3.1.1.3 对同组教师现阶段教学内容及物理实验教学内容进行调研

整理，同时对学生进行调研，了解实验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个人发展的

现阶段价值。 

3.1.1.4 制订课题研究方案并完成开题报告。 

3.1.2 实施阶段（2018 年 9 月--2019 年 7 月) 

3.1.2.1 继续加强理论学习，通过研讨确立物理实验教学对培养学

生物理核心素养的价值。 

3.1.2.2 在课题组成员中进行有效物理实验设计并跟踪调查学生物

理核心素养的认知与发展。 

3.1.2.3 在全组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物理实验教学，在各层次学生中

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课题研究实施的效果。 

3.1.2.4 形成可操作、可发展、可改进高中物理学科的实验教学实

施方案和有价值实验设计案例，并在全校推广监测。 

3.1.3 总结阶段（2019 年 8 月--2019 年 9 月） 

3.1.3.1 收集、整理课题研究资料，撰写《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物

理教学初探》的相关论文。 

3.1.3.2 总结、提炼研究成果，形成具体研究报告，申请结题。 

3.2 课题研究的举措 

3.2.1 收集整理组内老师的各章节教学设计内容及设计目标。 

3.2.2 收集物理核心素养的有关文献资料并整理成册。 

3.2.3 在课题组老师所带班级进行对比实验设计。 

4 研究方法 

4.1 调查法：采用向老师、学生问卷调查、访问调查等方式，搜集

高中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现状的相关资料，为课题的实践研究做充分的依

据，通过全面、客观的分析引导改进研究工作。 

4.2 个案研究法：跟踪某一具体课题组的课堂实验教学，通过个案

来分析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一般规律，探索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学科

核心素养的基本策略。 

4.3 行动研究法：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实验教学实践中，如何提高学

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产生的问题，由研究教师共同合作，边研究、边行动

以解决实际问题。 

4.4 文献法：分类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对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归纳、

分析、梳理，为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理论保障，找出国内外

比较成功的提高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成果，比较、分析、借鉴成功经验。

同时发现问题，寻找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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