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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教育改革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向广大教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教师应该实施

创新教育，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方式，更新教育理念，着手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基于初中物理学科特点和初中学生的接

受能力，教师更应改变传统的教学策略，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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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抽象，对初中学生来说，
单凭教师的讲授，效果不佳。 教师如果能改变教学策略，更新

教学思路，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体，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参

与性，学习效率自然会提升。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通过采用新颖别致的课堂导入，激发学生兴趣

新颖、 别致的课堂导入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听课

兴趣，课堂教学效果自然会提高不少。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

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设疑，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还可以利用生

活中的现象来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例如，在学习光的

折射和反射时，教师可将盛有小鱼的鱼缸带进课堂，让学生去

捞小鱼。 学生跃跃欲试，结果却很难捞到小鱼。 这是什么原因

呢？就在学生百思不得其解时，教师可以引入“光的折射”这一

知识点。这样新颖别致的“行动”导入，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听

课兴趣，在引发学生好奇心的同时，激发了他们的探究动机。
二、通过巧妙设疑，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学贵在疑。疑是思考的前提和基础，学生在有疑问的情况

下，才能更好地激发自己的思维能力。 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

针对所讲内容巧妙设疑，引发学生思考。 例如，煤块放在墙角

时间久了，为什么墙角会变黑？为什么冬天戴眼镜进入暖和的

屋子，眼镜会模糊不清？ 教师设置这些与生活相关的问题，会

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当学生在掌握了分子的运动规律、液化等物理现象时，教师可

以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做实验， 用所学的物理知识来解释生活

中的物理现象。学生兴趣高涨，真正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教学目的。久而久之，学生就会根据所学物理知识来分析

并解释生活中一些物理现象产生的原因。
三、通过物理实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物理知识大都是通过实验来获得的， 因此在物理教学中

完全可以通过做物理实验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锻炼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在实际物理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

多做实验，让学生意识到实验对物理学科的重要性。初中物理

实验大都是验证性质的， 这对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没有大的帮

助。 例如，在验证小灯泡两端电压在大于、等于和小于其额定

电压时，小灯泡的发光情况，对于这个实验，教师可以鼓励学

生自己去做。 有的学生能想出通过改变滑动变阻器阻值的大

小来对小灯泡每次通过的电流和两端的电压进行测定， 并观

察灯泡的发光情况，最后将自己观察的结果整理出来，进行分

析、比较，这样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非常有益。
四、通过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创新教学效率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搞好创新教学的关键， 尤其在物理教

学中，教师一定要尊重和信任学生，鼓励他们从物理的角度去

思考问题，指导他们学习物理的方法。这样学生才会亲其师信

其道，才会满怀希望地投入到物理学习中去。 比如，在物理教

学中，教师首先要根据教学内容设置相应的教学情境，引导学

生去思考所讲的知识点。当遇到教学难点时，教师可以将学生

分成小组，或进行试验，或开展讨论，教师可以随时为学生答

疑解惑，这样融洽的师生关系会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进

行科学猜想。教师还可以让学生相对独立地进行实验操作，然

后对学生的操作技能以及仪器使用给予指导与帮助， 进而让

学生根据实验得出结论。这样，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独立地进

行分析、判断、思考和探索的过程，就是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
因为其间学生会对物理实验、物理思想进行提炼和学习，这些

都能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可见，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培养并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保障。

五、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课

外活动能很好地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扩大学生视野，是培养

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因为在课外活动中，学生的

精神是放松的，他们的内在潜力会很好地被挖掘出来，学生可

以不受教材的制约和课堂教学的约束，自由、自主地发展。 因

此，有的物理教师会很好地利用课外活动这一方式，鼓励学生

多动手，勤动脑，多思考，发动学生在已有物理知识的基础上，
进行小发明、小制作、小创造。当然，还可以布置一些物理课外

小实验，启发学生产生联想和灵感，让学生在融知识性、趣味

性和科学性的活动中观察物理现象， 从而很好地挖掘学生潜

在的创新素养，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技能。
综上所述， 初中物理教学中， 教师在讲解物理知识的同

时，一定要启发学生思考，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能力。将物理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课外活动有机

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锻炼并提高其思维能力，真正实现初中物理教学的宗旨

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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