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教育论坛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3 

Modern Education Forum 

浅谈如何提高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 
 

马军 

承德高新区实验中学  

DOI:10.12238/mef.v5i4.5249 

 

[摘  要] 中学生及中学物理教师普遍认为物理难学、难教。本文深入分析了其中原因，探讨了提高学

生对物理学产生兴趣进而提高物理成绩的各种方法，如利用教师的人格魅力、上好第一节课激发兴趣、

用实验教学培养兴趣、改变教学手段激发兴趣等，让学生对物理学产生兴趣，使中学物理课变“难”

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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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Physics teache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Physics is a difficult su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in depth, and discusses various ways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Physic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performance. A teacher's cheerful disposition, the well-organized first lesson, experiments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can all contribute to appealing students in learning Physics, thus it could become 

recognized as an easier subject in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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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表明，大多数学生在学习物理的过程中，都觉得

物理太难学了，成绩也很难提高，所以不愿意学。学生之所以

认为物理难学，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有些学校地处偏远

山区，师资和设备不足，导致学生只能从课本上学习枯燥乏味

又难懂的物理知识；二是有些教师为了省事，只用理论去“讲”

物理，而不做实验，学生学起来无趣，当然也就难了；三是

现在经济发展了，家庭富裕了，很多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

标，学习没有动力；四是没有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那么如何

变“难”为“易”，让学生愿意学习物理？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 

1 利用教师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让学生爱上物理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位初中物理教师，他的物理知识没有

任何问题，但是学生不爱上他的课，经常在他的课上捣乱，对

他苦口婆心的教育不屑一顾。原因是这位教师太不注重仪表，

言谈举止也显得不够高雅，物理课上得枯燥无味，学生根本不

愿意上他的课。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学生愿意跟你亲近，

才会更相信你，进而才会对你的课堂感兴趣。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学生对老师的要

求也提高了很多。仅仅是熟练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并不能完全

吸引学生兴趣，教师的个人形象、人格魅力更能影响到教学效

果。如果可以让学生看到你的第一眼就“爱”上你，那么他怎

么会不喜欢上你的课呢？所以第一印象很重要。首先教师要注

意自己的仪表，让学生对你的第一印象是“这位教师看着很舒

服”；其次，言谈举止要高雅，让学生觉得你很有品味，愿意与

你接近。特别是天真、活泼、好奇、敏锐的中学生，如果教师

的语言幽默风趣、讲解生动精炼、语速适中，那么学生就会愿

意听，在轻松的氛围中就更易接受新知识。这样学生对你的第

一印象很好，接下来的学习过程才可能会顺利，才能有效地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2 上好第一节物理课，让学生走进物理世界 

学生只有对物理感兴趣，才会愿意去学习物理，才会真心

想学好物理，那么第一节物理入门课就很重要。 

我刚毕业时上的第一节入门课，现在记忆犹新，我用了不

到20分钟时间把课本上的内容给学生讲完，后面的25分钟不知

道该怎么做，就让学生看书。不用说学生，就连我自己都觉得

无趣。在后续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物理课上有很多有趣的

实验，完全可以在入门课时演示或者让学生动手参与，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让学生在第一节课就爱上物理。例如：在第一节

物理课中演示集气瓶吞蛋（大气压强作用）、开水复沸实验、用

普通的高脚杯就可以提起大块玻璃板和几杯水，让学生感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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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像魔术课；让每个学生吹、吸一个漏斗下的乒乓球，发现

不管是吹还是吸乒乓球都不会掉下来，使学生产生疑惑、诧异、

惊奇的情感，让他们明白物理知识来自生活经验，来自社会实

践，来自科学探究，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可以向学生

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如你能用手抓住空中飞行的子弹

吗？学生肯定说不能，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位法国飞行

员在2000米高空飞行的时候，发现脸旁有一个“小昆虫”在飞，

他敏捷地把它一把抓了过来，竟然发现抓到的是一颗德国子弹！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飞行员具有特异功能吗？通过设疑恰当

的提出问题，激发兴趣、引发思维，让学生在无尽的问题中产

生求知欲， 后告诉学生这些问题都将在我们的物理课中得到

解答，把学生真正带入学习物理这门课的热情中。有了第一节

课的情境设计，学生就会主动带着疑问走进神奇的物理世界。 

3 重视实验教学，让学生真正动手、动脑 

3.1让物理课真正的贴近生活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课程基本理念”

中明确指出“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所以，在物

理教学过程中尽量选择贴近生活的实例创设情境或者利用生活

中随处可得的物体做实验来研究物理问题，让学生切实体会到

物理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3.1.1利用生活实例创设情境，吸引学生学习兴趣 

在每一节物理课的“引入新课”环节，利用生活中的实例

创设情境，提出问题，用问题引导学生学习物理知识，学生的

兴趣会提高，学习效果会更好。例如，在学习“电现象”时，

出示学生穿脱毛衣时产生电火花的图片（并伴随着声音），提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学生想知道原因，就会带着问题

去学习、去研究；在学习大气压强时，出示拔火罐的视频，提

问：同学们了解其中的原理吗？请提出自己的猜想，学生们积

极踊跃的回答并探究；在学习“惯性”时，让学生体会百米赛

跑冲刺时，不易停下来，原因是什么呢？等等。通过学生熟悉

的场景和亲身经历，让学生觉得物理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且物

理与生活密切相关，即使没有物理考试，物理知识在生活中也

是必不可少的，学生学起物理来会更轻松一些。 

3.1.2选用生活中随手可得的物体做实验，让学生认识物理

知识的重要性 

物理是一门注重实验的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在物理课上尽量多做实验，给学生更直观的印

象，学生理解起物理知识就更容易。例如可以用生活中比较常

见的易拉罐做以下这些实验：（1）在验证大气压的存在时，先

将易拉罐加热，再堵好瓶口，轻轻放置在地面上，随着“咔咔”

的声音，易拉罐变瘪了！学生被震撼到，感受到了大气压的神

奇。（2）还可以用易拉罐做针孔照相机，在空易拉罐的底部中

央，戳一个小孔，将易拉罐的顶部剪去后，蒙上一层半透明的

塑料薄膜，当学生利用它观察到窗外的清晰的景物时，都会不

自觉的发出“哇！”的声音，这样学生不仅对于光的直线传播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还增强了学生对物理实验的兴趣。（3）

用易拉罐还可以做成一个能自动回转的“魔罐”，在罐的盖子和

罐底各开两个小孔，用细线将一个重物系在橡皮筋的中部，然

后将橡皮筋穿过盖子和罐底的小孔并固定起来。利用“魔罐”

不仅可以用来显示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还渗透了变废为宝

的环保思想。诸如此类的生活用品还有很多，如用随手可得的

纸，可以研究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用纸锅烧水，研究液体

沸腾时的特点；用矿泉水瓶研究液体压强与深度的关系，验证

大气压强的存在。在学习力时，可以用教室里的任何物体为研

究对象，让学生分析受力情况；在研究压强时，用笔为研究对

象就能亲身体验压力作用效果是改变物体的形状；在学习电路

时，让学生体验用验电笔检验电路，设计电路。通过这些操作，

让学生认识到生活处处有物理，学习物理不仅是为了应对考试，

还能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真正实现素质教育。 

3.2利用实验降低物理学习难度  

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学生认为物理难学，物理题难做，这

就要求物理教师想办法降低或者分解难度，让学生改变“物理

难学”的认知。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物理实验。

例如，在学习浮力时，有这样一类题：用弹簧测力计吊着某物

体A从液面上某一高度缓慢下降至液体中如图甲所示，弹簧测力

计示数F随下降时间t的变化情况如图乙所示，则物体A的重力是

多少？A浸没液体中时所受浮力为多少？物体A的体积是多少？ 

 

在做这类题时，学生没有直观体验，仅仅是抽象的想象，

就会有很多学生看不懂图，不明白图中各点表示的意思。如果

在课上，通过实验重现整个过程，学生就很容易的了解到物体

的重力GA=3N,物体浸没在液体中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是1N（即

物体浸没在液体中受到的拉力F拉），10s到15s之间为物体逐渐浸

入液体的过程,15s之后就是物体浸没在液体中的情况，这样解

题就简单了很多。 

在学习电路时，判断电路故障的问题一直是学生学习的难

点，学生很难理解的是电路都断了，电压表怎么还会有示数呢？

这时候就让学生亲自实验，分别连接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把各

处断开或者短路，用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测量各部分电路两端的

电压和各处电流。学生就会发现，串联电路中开关断开时，电路

中的电流是0，电路中没有电流通过，用电器不工作，可是断开

的开关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此时再根据电压表的使用方法

进行讲解，学生理解起来就会更容易。在研究家庭电路故障时，

经过实验体验，学生做起题来轻车熟路。习题难度降低了，大

部分学生都能很容易解出来，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提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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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分借助多媒体教学改变教学手段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早已经进入中学课堂。利用

多媒体的文字、图形、声音、动画和视频可以很好的展现每一

个物理过程，可以将抽象的物理概念转化为形象生动的画面，

从而降低了学生学习物理的难度，学习起来容易了，学生就会

更有兴趣。如日食、月食的形成，学生很难在大脑中形成天体

之间的位置关系，如果利用多媒体动画展示出来，学生很容易

就理解了成因是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而且同时也对本影、半

影等高中要学的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发电机、电动机的工作

原理，无论是教师讲解还是学生通过看课本上的图，还是实验

演示都不能很清晰的展示，如果利用多媒体动画，放慢线圈的

转动，学生一看就明白了，无需过多讲解。实践证明，利用多

媒体教学可以使物理课更生动，让物理过程更直观，同时还可

以节省很多讲解的时间，学生也愿意观看，学起物理来就会更

有兴趣。 

5 切实实施分层教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所

收获 

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获取承认、取得成功的愿望和

需要，当他成功时，就会情绪高昂、兴趣提升；多次努力还失

败就会产生畏难等消极情绪，学习的积极性就没有了。很多中

学生感到学物理难并不都是学生的智力问题，非智力因素的影

响更大。因此，给学生创造一个成功的机会，是提高学生学习

情绪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学生的素质千差万别，如果对学生

的要求一样，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就会导致学优生吃不饱，

学困生学不会的现象。所以切实进行分层教学，对不同层次的

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断给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才会增强

学生的自信心，才会使学生有兴趣继续学习物理。例如，在设

置课堂提问的内容与对象时，可根据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问

题，难的问题不应提问学困生，以免他们由于答不出而处于尴

尬的境地，从而产生自卑感。在布置作业时，根据不同的班级、

不同的学生布置不同层次的题目，比如将作业分为必做题、选

做题和拔高题，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甚至

在考试时都可以考虑，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难度的试

题，让每一位学生在测试时都能获得一定的成就感，从而激发

和巩固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 

6 在平时教学过程中注意多激励学生 

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尊重和赏识，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

心理普遍比较脆弱和敏感，对抗挫折的能力比较差，更迫切需

要得到家长和老师的认可。但是面对难学的物理，兴趣维持时

间会随着一次次的失败而减弱，甚至消失。其实，学生觉得物

理难学，很多时候是学习方法、学习习惯或者是青春期的心理

问题，不一定是智力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真

正的爱每一位同学，深入了解每一个学生存在的问题，并帮助

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要真正关心学生，做学生的好朋友。

在学生取得一定成绩时，真心实意的鼓励学生，不能一概用“你

真棒！”“太好了！”这样通用的语言，而是要针对学生切实优秀

的地方进行鼓励。比如，学生课上认真学习、多疑所思，就对

她说“你认真思考的样子很美！”；当学生字写得清楚整齐时，

就夸他“你字写的很清楚！”；当学生安静学习时，就夸他“你

是一个遵规守纪的好学生”等。可能这些学生的成绩并不理想，

但是当他的努力获得认可时，他就会更愿意参与到物理学习活

动中。 

总之，面对充满好奇心的中学生，只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认真研究学生特点，精心准备每一节课，课上积极引导学生，

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多让学生动手、动脑，

开阔学生的思路，化解知识的难度，对学生多鼓励、多表扬，

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同时教师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学生就会爱上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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