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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是高中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其具有严密 性、公 理 化 及 逻 辑 性 强 的 特 点，物 理 理 论 知 识 多 数 比 较 抽 象，学 生 较
难理解。为了更好地提高高中学生的抽象理解能力，应培养其抽象思维能力，提升其思维水平。本文将重点探讨分析下高中物
理教学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方式方法，首先分析了解高中 物 理 学 科 特 点 与 抽 象 思 维 能 力，然 后 结 合 学 生 实 际 情 况，提 出 培
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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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物理作为一 门 科 学 理 论，具 有 严 密、公 理 化 的 逻 辑
体系。学好物理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抽象思维能力，抽象思
维能力不仅对学业、就 业 具 有 重 要 的 积 极 作 用，对 再 学 习 及
终身学习都有较大作用。高中学生思维逐渐趋于成熟，可塑
性随之变小，因此应抓 住 机 会 培 养 学 生 的 抽 象 思 维 能 力，促
使其从经验型向理论型思维转化发展。
一、高中物理学科特点及抽象思维能力作用分析

（一）高中物理学科特点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我国高中物理课程教学改革

也逐步推进，高中物理 教 材 内 容 需 要 进 一 步 改 革 发 展，将 一
些与时俱进的新知识内容加入到课本教材中，有效完善物理
教材内容，促使物理教材知识与逻辑结构更加全面合理。对
大多数高中学生来说，物 理 是 一 门 难 度 较 大 的 学 科，因 为 物
理中存在很多抽象知识内容，物理教材课本上只有一些图标
与公式，学生只能借助 自 己 的 想 象 与 逻 辑 思 维 开 展 学 习，掌
握这些物理内容具有 一 定 难 度，学 生 学 习 物 理 比 较 吃 力，严
重者则会出现厌学现象，丧失学习物理的兴趣。对此高中物
理教师教学应积极引进实验教学，将物理抽象知识内容具体
化 形 象 化，激 发 学 生 学 习 物 理 的 兴 趣，并 培 养 学 生 的 动 手
能力。

（二）抽象思维能力作用
高中 物 理 是 理 科 生 必 须 学 习、考 试 的 一 门 课 程，其 对 理

科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高中学生随着年龄增长，其抽象思维
会慢慢向稳定、成熟方 向 发 展，而 高 中 阶 段 则 是 培 养 塑 造 学
生抽象思维能力的最好时间段。人智力的核心是思维能力，
而逻辑抽象思维是 思 维 能 力 的 核 心 形 态。教 师 在 学 生 学 习
中充当主要角色，因此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就需要教师改进教
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与兴趣。教师开展教学时应认识
到思维能力发展包含 两 方 面：量 变 与 质 变，其 中 在 量 变 阶 段
时，教师应指导 学 生 在 学 习 及 生 活 中 积 累 与 掌 握 知 识 与 技
能；在质变阶段时，学生思维能力已经能稳健地发展，教师此
时应教给学生一些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
二、高中物理教学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方法

（一）增强抽象思维能力学习的目的性
教师应向学生讲解一些学习过程、思维过程及形式的知

识内容，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学时从提
高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出发，指导学生遵循思维规律学习
概念、恰当判断及合理 推 理，这 样 才 能 培 养 学 生 的 深 刻 性 思
维品质，这种品质是一切思维品质的基础。高中物理教师教
学时，应突破“一步到 位”的 教 学 思 路，高 一 阶 段 应 正 确 引 导
学生，帮助学生从初中 物 理 逐 渐 适 应 高 中 物 理 学 习，然 后 应
夯实高中学生的物理知识基础，结合学生具体情况选择提高
学习方法。例如教师在讲解“力的正交分解”时，应采用分期
渗透、逐步提高的教学方法，在遵循认知规律基础上，逐步将
物理知识中抽象的模 型、繁 琐 数 学 运 算 渗 透 给 学 生，减 少 学
生学习物理障碍，吸引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基于学生在解
题直观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必须从细节方面提升学生的解题
直观认识，进而探索解题思路、培养解题能力。首先，可以对
航母阻拦物理图景进行再构建，将静态的阻拦系统转化为动
态过程，从中体会阻拦 索 的 变 化 情 况，并 对 力 的 变 化 做 出 初
步判断。此时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阻拦索变化方面，能够对

力的变化产生正确的 认 识，得 出 力 慢 慢 变 小 的 结 论，这 一 直
观认识对于解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采取现代认知心理学开展教学
高中物理教师应学习现代认知心理学知识，承认认识到

学生学习过程实质就是对认知结构的“同化”与“顺应”过程。
教师应指导学生采取“接受学习”模式，将学生要学习的内容
以定论形式展现给学 生，让 学 生 内 化 为 自 己 的 知 识，以 此 获
取大量的知识与材料。高中物理教师应全面落实知识、能力
与情意教学目标，透彻讲解物理基础知识，并细腻地分析，夯
实学生物理知识基础。例如教师在讲解“滑动摩擦力的方向
与相对滑动的方向相反”时，应透彻讲解“相对”概念，并给出
充实的例题训练，避免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出现判断滑动摩
擦力方向错误的现象。同时应增强学生能力训练意识，物理
教师应控制好自己讲 课 的 时 间，留 给 学 生 充 分 的 思 考 时 间，
有效引导训练学生的 思 维 能 力，提 升 其 分 析 及 解 决 的 能 力。
此外教师应设置一些物理情景，组织学生进行演示实验及分
组实验，给学生发挥想 象 的 空 间，让 学 生 在 实 验 中 互 相 交 流
讨论，以此增强其学习及思维能力。

（三）坚持因材施教、开展课外活动
高中物理教师还应开展一些课外活动，重点培养一些优

秀学生，学生思维 能 力 存 在 差 异 性，并 且 具 有 可 塑 性。让 学
生在实践性课程的体 验 过 程 中 找 寻 到 物 理 学 习 的 乐 趣 和 方
法，增强其知识应用能力才是开创推广这一新型物理教学模
式的意义所在。因此，教师应积极为学生创设相关的探索情
境，以使学生们可以有更多获取过程经验的途径。对此物理
教师应积极培养其思 维 品 质，指 导 其 打 破 思 维 定 势 束 缚，鼓
励学生使用自己的直觉思维及创造性思维，在活动中重点培
养其抽象思维能力。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直觉思维
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突 出 了 直 觉 思 维 的 重 要 性，而 课 外 活
动则能有效发挥出学生的直觉思维，使其在运用直觉思维的
过程中深化对事物认 识，经 过 猜 测、推 理 等 形 成 抽 象 思 维 能
力，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物理知识内容与结构。
三、结语

物理是高中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其也担负着培养学生
抽象思维能力的重担。抽象思维能力对学生的学习、就业及
终身发展具有 重 要 作 用，因 此 高 中 物 理 教 师 应 改 进 教 学 方
法，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与 积 极 性，从 而 提 高 物 理 教 学 质 量 与
效率。物理教师首先 分 析 高 中 物 理 学 科 的 特 点 及 抽 象 思 维
能力作用，然后结合学 生 个 体 情 况 进 行 因 材 施 教，使 学 生 明
确抽象思维能力学习的目的性，遵照现代认知心理学开展教
学，适当开展一些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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