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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培养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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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代的发展带动了教育领域的变革，为了迎接新时代的潮流，我国进行了教育改革，而新课标就是教育改革的体现。新课标

对于我国教育目标有了新的要求，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成绩至上的现状，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作为了教育的核心目标。初中物理教师也

要深刻学习新课标内容和领会新课标精神，根据初中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来优化教学结构、找寻教学新路径，从而让初中物理课堂向更好

的方向改革发展，为学生带来更优质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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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它涵盖着科技、生活以及新能

源等各个领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核心素养从本质上

来说是帮助学生具备学习知识的能力，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鱼

得水、高效进步，也是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动力。但是学科

之间教学内容不同、学科特点不同，所以核心素养内容上也有着

一定的差别。基于此，初中物理教师要明确物理核心素养内容，

从而能够找寻培养初中生物理核心素养的新路径，让学生能够具

备进行物理知识学习以及理解的有效学习能力。初中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主要包括四方面，分别是科学探究、物理观念、科学思维

以及科学责任与态度。初中物理教师在明确了培养方向之后，才

能够找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新路径。

一、初中物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理解能力

初中物理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对于提高学生理解能力很

有帮助。初中物理知识相较其他学科知识来说，更加复杂一些，

很多学生在知识理解上出现了问题，导致学习效率下降，影响到

了初中物理课堂的有效开展。但是培养学生物理观念以及科学思

维，既能够让学生对于物理概念有一个较好的理解，又可以让学

生以良好的逻辑思维来加强知识联系，这些对于学生物理知识理

解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好地作用，有助于构建初中物理高效课堂。

（二）营造良好课堂氛围

课堂氛围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情绪以及效率。就像

传统教育中教师主导课堂，课堂氛围便会严肃紧张，学生的学习

情绪便会出现紧张、压抑，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但是初中物理

教学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能够营造出良好的课堂氛围，让学

生自主进入到物理知识的学习中，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及调

动学生良好情绪有着很好地帮助。

（三）促进学生道德成长

在教育教学中渗透德育，也是我国新课标的要求之一，对于

课堂教学的开展以及学生日后的成长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在

以往的初中物理教学中，大部分的教师对于渗透德育没有重视起

来，认为理工学科没有德育因素，无法进行德育的开展。这样的

想法自然是错误的，而对于学生科学责任与态度的培养，不仅能

够让学生在学习和实验中保持严谨状态，也让学生重新梳理了良

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助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成长，同样也促

进了初中物理课堂的发展，满足了新课标的要求。

二、新课标下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培养路径

（一）构建任务式学习课堂，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科学探究能力是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假设，继而

根据自己的假设去进行探索印证。这个过程中包含着诸多要素，

主要的流程便是找到问题、寻找证据、进行解释，最后根据结果

进行交流探讨，形成正确的理论知识。因此，科学探究能力对于

学生学习物理知识以及掌握物理技能有着很好地帮助，也是初中

物理的主要核心素养之一。对于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可以

通过构建任务式学习课堂来完成。

想要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就应该为学生准备独立自主的

学习空间，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发现问题、寻找证据，

完成一系列的探索活动，最终实现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基

于此，任务式学习课堂最适合这些要求，也是能够达到目的的有

效途径。作为一名初中物理教师，任务式学习课堂也是我在教学

中经常应用的教学方式，在实际教学中的确起到了培养学生科学

探究能力的目的。例如在进行《声音的产生与传播》这一课的教

学时，我便提前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了相关的问题，让学生能够通

过问题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了解所学内容，实

现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这一课我所布置的问题包括声音是

如何产生的？声音的传播条件以及影响声速的原因？在布置好了

问题之后，我便预留给了学生充足的自主探索时间，让学生可以

通过自主实验以及结合课本内容来寻找证据与答案。在经过书本

内容的支持以及学生自主实验印证之后，学生很快找到了相关的

答案，并且用实验证明解释了问题的答案。最后我给学生讨论交

流的时间，让学生将自己所得到的答案进行归纳整理，呈现出一

份完成的物理知识点。通过这样的方式成功构建了初中物理任务

式学习课堂，让学生在课堂当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寻找问题证据、

印证自己的答案，并且在交流讨论中将这一课的知识点进行总结

归纳。通过学生的表现可以得知，构建初中物理任务式学习课堂，

对于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起到了促进作用，是初中物理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课堂融入生活元素，培养学生物理观念

物理观念核心素养从本质上来说，便是利用物理概念来解释

生活中的物理现象，也就是强化学生对于物理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以往的初中物理教学，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为了不拖延教学进度，

采用了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将概念理论直接灌输到学生的脑海当

中，没有考虑到学生是否真正将物理概念理论融会贯通。这样的

现象不仅导致学生学习压力沉重，而且在考试中学生不能够有效

的运用物理概念知识来解决问题，影响了初中物理课堂质量的提

升，同时也没有实现新课标要求物理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

求。基于此，高中物理教师需要另辟蹊径，寻找到可以让学生更

好理解物理概念并且可以运用物理概念解决问题的教学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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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物理课堂中融入生活元素，便是帮助学生培养物理观

念的有效路径，能够在强化学生概念理解的同时，强化学生物理

学习兴趣，提高初中物理课堂教学质量。本人也会在实际教学中

融入一些相关的生活元素，让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进

一步加强对于物理概念的理解，实现学生物理观念核心素养的培

养。在进行《牛顿第一定律》这一课的教学时，我便在课堂中引

入了很多生活元素，在方便学生理解物理概念的同时，强化学生

物理学习兴趣。例如我在教学中为了方便学生理解牛顿第一定律

的核心概念，我便举例学生常见的跳远运动，每一个学生都参与

过跳远运动。自然都知道助跑的速度对于跳远的长度有着很大的

影响，这便是牛顿第一定律在生活中的展现，这也就是惯性的力量。

通过结合生活案例进行解释之后，学生对于牛顿第一定律有了更

加深入的了解。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培养物理观念，我让学生结

合生活实际来举例出生活中还有哪些案例可以体现牛顿第一定律。

学生纷纷思考并且举手作答。有的学生表示保龄球运动也体现了

牛顿第一定律，把手中的保龄球扔出去之后，它依旧在不停地运动。

还有的学生表示滑滑板，用脚助力之后，滑板依旧向前运动这也

是牛顿第一定律的体现。学生的回答已经代表了学生真正理解并

且掌握了这一课的概念，这也说明了在课堂中融入生活元素对于

强化学生物理学习兴趣以及培养学生物理观念有着很好地帮助，

实现了新课标对于物理教学改革的要求，推动了初中物理课堂的

发展。

（三）开展初中物理模拟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是一种思维能力，包括质疑创新、推理论证，可以

说科学思维是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必备能力，关乎初中物理教学

的有效开展。基于此，初中物理教师应该注重对于学生科学思维

的培养，找到合适的教学路径来实现这一目标。对于学生科学思

维的培养，开展实验教学是最好的实现路径。实验是印证物理概

念与理论的实践方式，可以让学生带着质疑去推理论证，最终得

到实验结果来印证结论的正确与否。这个过程对于学生科学思维

的培养有着很好地帮助，是实现初中物理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的有效路径。

物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门实验学科，实验占据了物理教学的

最核心的部分。但是限制于教学资源、教学时间，所以很多的初

中学校很少开展物理实验教学，这也给培养学生科学思维造成了

一定的阻碍。基于此，初中物理教师需要找到新的物理实验教学

路径，让学生能够通过实验来实现科学思维的培养，打下今后物

理知识学习成长的基础。在如今的信息时代背景下，初中物理教

师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来实现模拟实验，让学生可以在不借助教学

资源的情况下便能够进行物理实验，这样既可以节约教学资源，

又能够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参与到物理实验当中，对于培养学生

科学思维有着很好地帮助。作为一名初中物理教师，我一直在寻

找能够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相关路径，而利用信息软件来模拟物

理实验也是我应用在物理课堂中的一种方式，在实践应用中的确

起到了对于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相关作用。在实际教学当中，我

利用模拟实验信息软件为学生直接在课堂上展现相关的实验信息，

让学生明白实验的目的、流程以及结果，让学生对于实验有更好

地理解和掌握。例如在进行《欧姆定律在串、并联电路中的应用》

这一课的教学时，我便展示了伏安法进行电阻测量的实验，让学

生进行观看，然后利用信息软件进行自主实验。在进行展示之后，

学生对于欧姆定律有了更好地掌握理解，于是开始根据我之前的

实验过程进行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很多的学生都有着一些新奇

的想法，例如增加电阻与电压表，进行分别测量或者是将串联变

成并联再次进行测试。学生在有了新的思路便开始纷纷尝试，最

终的结果还是证明了欧姆定律的正确性。通过模拟实验的方式，

学生可以将自己内心对于实验的质疑或者是创新的想法直接付诸

实践，不用担心危险或者是教学资源的浪费，模拟实验可以给学

生推理印证的机会。由此可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模拟实验，对

于培养学生物理科学思维有着很好地帮助，是初中物理教学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新路径。

（四）展示先进人物事迹，培养学生科学责任与态度

物理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一丝一毫的错误都会导致最终的结

果出现偏差。因此，培养学生科学责任与态度是进行物理知识学

习的关键，同样这也是一种高尚人格的体现，对于学生今后的学

习成长有着很好地帮助作用。但是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科学责任与

态度是一个难题。处于初中阶段的学生往往比较叛逆、活泼，让

他们严谨的对待物理知识与实验并不是一件易事。

针对初中生的年龄特点和性格，初中物理教师可以从学生的

兴趣爱好上入手，投其所好、击其薄弱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例如很多的初中生对于视频、故事有着浓厚的兴趣，初中物理教

师就可以以这些内容为载体，传达科学责任与态度，让学生在读

故事或者是看视频的过程中，意识到科学责任与态度的重要性，

为他们树立前进的榜样和动力，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科学责任与态

度的教学目的。本人在进行初中物理教学时，便会引入一些我国

在物理学领域当中具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事迹或者是视频资料，让

学生在观看的同时了解到什么是科学责任与态度？它的作用是什

么？我主要播放了学生比较耳熟能详并且在语文课本中也出现了

的邓稼先院士的事迹。邓稼先院士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为我

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于是我便将关于邓稼先院

士的相关事迹以及视频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然后呈现在初中物理

课堂之上，让学生观看感悟。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在那

个什么都没有的年代，无数的中国科研人员用算盘、用手和笔计

算着无数的数据，哪怕是错了一点点都要推翻重来，不允许有一

点错误。邓稼先院士更是身先士卒，一直处于科研第一线。在一

次实验事故当中，原子弹摔落在地，原子弹具有强烈的核辐射，

对于人体有着严重的侵害。但是邓稼先院士不顾危险抱起来进行

检查，最终也因此患上了癌症，最终不治身亡。邓稼先院士的事

迹就是培养学生科学责任与态度的最好案例，学生在观看之后也

被深深震撼。在之后的学习和实验之中，学生一改往日的轻浮，

变得更加沉重严谨。由此可见，引入先进人物事迹，对于培养学

生科学责任与态度有着很好的帮助。

总而言之，找寻培养初中生物理核心素养的新路径，是推动

初中物理课堂发展的关键，也是帮助学生获得更好成长的关键。

因此，初中物理教师要围绕核心素养内容，找寻合理培养路径，

让学生真正掌握物理学习的关键能力，为我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物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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