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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深入以及现代化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初中物理教学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使得我国目前初中

物理教学水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上升势态。然而很多学生缺乏对物理知识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主要原因是没有对物理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

以及掌握正确的方法。因此，本人针对初中物理教学课前预习以及预科学习存在的问题展开详细分析，为初中物理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奠

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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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化素质教育中，部分学科课前预习往往具有提高学习效果的功

效，在升学压力的作用下，预科学习也成为家长望子成龙的一种盲目追

从。而物理学科相关知识点具有的难度和复杂性较高，导致学生学习过

程中存在较大困难，初中阶段课前学习和预科模式的出现，表面上能够

降低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难度，但实际中由于在开展课前预习和预科学

习的过程中存在众多问题，导致 终的效果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因此采取多样化的措施将课前预习和预科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妥善解

决，从而为初中生物理学习能力的提升提供积极的帮助。 

1 课前预习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弊端和解决措施 

1.1 课前预习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于初中物理教学而言，课前预习应该结合具体情况，而不

是每天都要开展的工作之一，否则会使学生对具体内容丧失新鲜感。第

二，不合理的课前预习会导致物理探究实验不具备探究性。比如，在学

习“运动与静止”相关知识的过程中，老师引导学生将班级看过一个正

在快速行驶的汽车，此时班级中的同学应该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引导

学生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在学生没有预习的前提下，学生会

展开激烈的讨论，而当学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预习后，反而会异口同声

回答出正确答案，从而导致物理探究性内容丧失了原有的作用和价值。

第三，很多学生在进行预习时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只是对教材内容进

行简单的浏览，导致课前预习具有的作用和价值无法得到真正发挥。 

1.2 解决课前预习相关问题的措施 

第一，老师应该结合具体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学习能力判断是否需

要开展课前预习，针对具有趣味性的内容，老师可以通过采取多元化的

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对教材内容具有一定的新鲜感。第二，

虽然通过课前预习能够使学生对具体教学内容提前了解，但是对老师教

学活动的有效开展却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老师在初中物理教学的过程

中，尽可能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使学生对老师提出的问题产生疑惑，

促使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高学生的思

维灵活能力，从而对物理规律进行主动探索。例如：课前让学生动手制

作一些小模型、根据生活经验进行一些有趣的小实验、或激励学生通过

动手动脑设计并制作一些小用具等。第三，在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的过程

中，老师要对学生的预习方式进行指导，鼓励学生结合具体教学目标对

相关知识点进行深入研究。 

2 预科学习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弊端和解决措施 

2.1 预科学习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于很多学生而言，在学习物理知识的过程中都具有为了缓

解学习压力、通过预科学习先放松一下的想法，大部分学生对自身的学

习目标不明确，导致学生不具备积极的物理学习能力，违背了物理预科

科学习建立的目标。第二，各地区物理教学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很多教

材都是将初中物理知识集中到一本书中。与此同时，初中物理教材内容

重复度高，甚至涉及到大量高中物理知识，导致学生产生在上“高中”

的错觉。不仅使学生无法对教材内容产生新鲜感，而且还会使学生在面

对难度较大的物理知识时，丧失信心。第三，物理应遵循发现问题——

思考设计实验——归纳总结规律——应用回归实际的过程，预科学习直

接将结果记在脑中，缺失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环节，是违背新课程标准

理念的行为。 

2.2 解决预科学习相关问题的措施 

将预科学习转变为阅读科学累书籍、动手进行科学类小实验，丰富

自身科学知识、提高自身动手动脑的能力，而将初中物理知识的学习留

给课堂、留给师生互动共同探索： 

第一，对预科生管理办法严格落实，结合学生学习能力和物理教学

目标，为学生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动力。第

二，选择合理的教学内容，保证教学内容不仅能够满足后进生基础学习

需求，还能满足优等生提高物理能力的目标。保证选择的物理教学内容

既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一定的难度，使学生通过一定的努力就能掌握，对

物理知识产生一定的新鲜感，还要能够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

的提高，尽可能将生活中比较实用的物理知识和物理学前沿知识结合其

中。第三，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

第四，运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学习物理知识进行鼓励，提高学

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3 结束语 

根据以上针对初中物理教学中课前预习和预科学习存在的问题展开

的全面分析和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加明确的了解，对于我国初中物理

教学而言，课前预习和预科学习过程中存在众多问题，长此以往不加以

改善，不仅会导致初中生对物理知识的学习丧失兴趣，甚至会产生严重

的逆反心理和抗拒情绪，对初中生物理能力的提升造成了严重阻碍。因

此相关人士应该加大对初中物理课前预习和预科学习的重视力度，对其

中存在的弊端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提高初中生的物理知识的学习兴

趣，有效实现强化初中生物理素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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