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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物理核心素养目标的难点在哪里？

都不是！！！

教师的专业知识？

教师的教学技能？

学校的教学设施？

教师的工作态度？

是教师对物理课程目标和学科价值

的正确认识！！！

对自己工作事业价值的内在认同，

是自身修养的组成部分，一旦形

成，外界难以改变。



实现物理核心素养目标的难点在哪里？

4.价值层次。育人，使学生获得价值判断和精神需求，影响“三观”。
尊重客观事实、追求“真善美”。教师因为工作的价值而自豪。

难在教师对物理课程目标和学科价值的正确认识！！！

教师对物理课程目标的认识层次：

1.考试层次。考什么教什么，完全是应付考试

2.知识层次。教会学生物理知识，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知识。

3.能力层次。通过知识的学习，学生获得有利于个体生存发展的一
些技能，包括一些关键能力。例如，操作技能，判断、推理、分
析、归纳综合等思维能力（核心素养）。



关于对学科价值和课程目标的理解：
“不遗余力”地“灌输”以下四点：

1.教育的宗旨：立德树人，促进个体发展，为国家、民族、人类的

未来服务的事业。

2.物理教育的根本目的：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而服务。

3.物理教学的主要任务：“落实物理知识与技能，强化物理思想和

方法，突出物理核心素养和价值”。

4.物理教学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促使学生获得其全面发展和终

身发展所必需的关键品格和能力。



关于对学科价值和课程目标的理解：

1.教育的宗旨：立德树人，促进个体发展，为国家、民族、人类的

未来服务的事业。

教育的价值不在当下，不在现实，而在未来。诚然，教育离不开现实，

要靠现实的经济社会提供基础和保障，但是教育的本质目的并不是使学生适

应现实，而是要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从“自然人”转变成“社会人”；

使学生具备超越现实的意识、树立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和创新能力；具有为国家、民族、人类的未来贡献才智，推动人类社会文

明进步的理想和情怀。既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



关于对学科价值和课程目标的理解：

1.教育的宗旨：立德树人，促进个体发展，为国家、民族、人类的

未来服务的事业。

2.物理教育的根本目标：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而服务。

相对于“育人”这一最终的、根本性的目标，学科核心素养目标、

“三维”目标等都只是“育人”的手段和工具。

物理教学中学生所获得的思想方法、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念等也

都只是促使学生在未来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工具。



关于对学科价值和课程目标的理解

1.教育的宗旨：立德树人，促进个体发展，为国家、民族、人类的未来服务的事业。

2.物理教育的根本目的：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而服务。

3.物理教学的主要任务：

“落实物理知识与技能，强化物理思想和方法，突出物理核心素养和价值”。

知识技能、思想方法、核心素养和学科价值是层次递进的关系，没有

知识技能的落实，哪能理解掌握思想方法？没有对物理学思想方法精神

的深刻理解掌握，又怎么可能沉淀下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

“落实物理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是掌握物理概念、规律、操作等知识

结论，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类在认识自然、发展科学的过程中，引入、

获得这些知识技能的缘由、途径和方法，体验这些知识技能的发生发展

过程，从而形成物理观念。

知识技能

思想方法

核心素养

价值判断



关于对学科价值和课程目标的理解：

1.教育的宗旨：立德树人，促进个体发展，为国家、民族、人类的未来服务的事业。

2.物理教育的根本目的：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而服务。

3.物理教学的主要任务：“落实物理知识与技能，强化物理思想和方法，突出物理

核心素养和价值”。

4.物理教学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促使学生获得其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所必需的

关键品格和能力。

关键品格：热爱科学、敬畏自然、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善于交流合作、服务于社会……

关键能力：观察理解、实验操作、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图像图表等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的能力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使学生以尽可能小的成长成本获得这些关键品格和能力，我们的工作小则影响学

生个体的终身发展，大则影响社会的文明进步。不要只看到工作的生活意义，而忽略了更重要的社

会意义。



1. 引导教师以核心素养观反思物理教学现状

2. 开发建设核心素养观下的物理课例

3. 加强核心素养观下的命题测试研究

4. 开展以学科核心素养为主题的教学研讨、课堂观摩

高中物理教研能做什么？



1. 引导教师以核心素养观反思物理教学现状

例1：对自由落体运动教学的反思

例2：对测量电池电动势和内阻实验的反思



例1：对自由落体运动教学的反思

常用的教学过程：“复习-史料-演示-分析-解题”，没有学生实验。



“自由落体运动” 教学过程(1)

学生没有实际体验，没有探究的过
程，没有构建模型的经历，没有源
自实验的思维材料，不能基于事实
进行猜想、设计实验、获得证据、
分析论证，
实际上只是一种复述性的“物理历
史课”。
对培养学生的思维素养和探究素养
效果甚微。

这样的提问本身就很突
兀，使学生失去了通过
分析现象事实提出问题
的机会。

二、实验演示
问:重的物体下落快还是轻的物体下落快？

什么因素影响？
演示:不同物体的下落.

批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赞许:伽利略的观点

一、复习：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

三、建立概念：自由落体运动的概念

四、获得规律：分析现象、总结规律

五、巩固：例题和习题，规律的应用



例1：对自由落体运动教学的反思

常用的教学过程：“复习-史料-演示-分析-解题”，没有学生实验。

不足：学生没有实际体验，没有探究的过程，没有构建模型的经历，没有源自
实验的思维材料，不能基于事实进行猜想、设计实验、获得证据、分析论证，

“重的物体下落快还是轻的物体下落快？什么因素影响的？”这样的提问本身就
很突兀，使学生失去了通过分析现象事实提出问题的机会。实际上只是一种复述
性的“物理历史课”。

对培养学生的思维素养和探究素养效果甚微。

改进：增加学生实验，改为“实验体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巩固应用”，促使

学生针对自己亲自实验的事实结果进行物理思维，突出科学思维素养和科学探

究素养的培养。



三、引导分析：怎样从纸带上点的分布情况，获
取物体运动的信息？

四、归纳结论：不同物体自由下落的加速度相同。
理想模型构建。

六、巩固应用：例题和习题（简单问题）

五、概括规律：𝒗 = 𝒈𝒕 𝒔 =
𝟏

𝟐
𝒈𝒕𝟐

一、引入:复习打点计时器的操作\功能

二、学生体验：分组实验，体验大铁球、小铁球、
小皮球等拖动纸带自由下落的情景，让打点计时
器打点记录下物体的运动过程。

“自由落体运动” 教学过程(2)

复习∆𝑺 = 𝒂𝑻𝟐

判断：匀速？匀变速？

测量计算出物体下落的加速度和速
度,作v-t图线（对匀变速直线）

引导分析现象：大小铁球下落的加
速度相同，定性分析轻巧物体下落
加速度小的原因

归纳：自由落体运动的含义、特点。
理想模型

历史：亚里斯多德观点、伽利略的
逻辑推理

注意坐标轴的方向

设计实验方案



例2：对测量电池电动势和内阻实验的反思

常用的形式：

1.复习“测量原理”：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2.直接说明图1不适合，应采用图2电路做实验
3.连接电路，进行实验，记录数据
4.做U-I图，由图计算电动势和内阻
5.定性分析实验误差（大多数是直接给出结论）

基本上是按部就
班做实验，学生
所获得的只是熟
练操作和数据计
算，没有主动进
行科学思维和科
学探究的过程



强化实验方案设计，突出科学思维素养和科学探究素养

例2：对测量电池电动势和内阻实验的反思



关于测量电路的选择和实验误差分析

严格说来，先进行误差分析才能正确选择电路，出现两种典型的处理方法：
一是直接告诉学生，因电池的内阻和电流表的内阻相当，所以不能用图1.
二是进行详细的定量的误差分析。
前者对非优秀生可行（不要求定量分析误差），后者对优秀学生也勉强可以接受。



理想：𝑼 = 𝑬 − 𝑰 𝒓

实测：𝑼𝑽 = 𝑬 − 𝑰𝑨(𝒓 + 𝑹𝑨)

𝑬测 = 𝑬 𝒓测 = 𝒓 + 𝑹𝑨 > 𝒓

UV <U，∆𝑼 = 𝑰𝑨𝑹𝑨， IA=0时,∆𝑼 = 𝟎

通常𝑹𝑨 > 𝒓，图1的测量电路无意义

测量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的误差分析



测量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的误差分析

理想：𝑼 = 𝑬 − 𝑰 𝒓

∵ 𝑼𝑽= 𝑬 − (𝑰𝑨+𝑰𝑽)𝒓 𝑰𝑽 =
𝑼𝑽

𝑹𝑽

∴ 𝑼𝑽= 𝑬 − (𝑰𝑨+
𝑼𝑽

𝑹𝑽
)𝒓

实测：𝑼𝑽=
𝑹𝑽

𝒓+𝑹𝑽
𝑬 − 𝑰𝑨

𝒓𝑹𝑽

𝒓+𝑹𝑽

∴ 𝑬测 =
𝑹𝑽

𝒓+𝑹𝑽
𝑬 < 𝑬 𝒓测 =

𝒓𝑹𝑽

𝒓+𝑹𝑽
< 𝒓

IA <I ，∆𝐈 =
𝑼𝑽

𝑹𝑽
，UV=0时,∆𝐈 = 𝟎

通常𝑹𝑽 ≫ 𝒓，所以误差很小

这样进行误差
分析，实在太
“难”啦！



测量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的误差分析

习题：电路如图2所示，电压表的内阻为RV，电流
表的内阻为RA，电源电动势为E、内阻为r，当电流
表示数为IA时，电压表的示数是多少？

∵ 𝑼𝑽= 𝑬 − (𝑰𝑨+𝑰𝑽)𝒓 𝑰𝑽 =
𝑼𝑽

𝑹𝑽

∴ 𝑼𝑽= 𝑬 − (𝑰𝑨+
𝑼𝑽

𝑹𝑽
)𝒓

∴ 𝑼𝑽=
𝑹𝑽

𝒓+𝑹𝑽
𝑬 − 𝑰𝑨

𝒓𝑹𝑽

𝒓+𝑹𝑽

IA <I ，∆𝐈 =
𝑼𝑽

𝑹𝑽
，

UV=0时， ∆𝐈 = 𝟎
UV增大时， ∆𝐈也增大

优化教学方式：进行误差分析前，先做下面的习题



例3.对一道习题教学的反思

习题：一质量为m=2kg的物体以vo=20m/s的速度在水平
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若突然有一大小为F=4N的水平阻
力作用在物体上，求物体还要运动多远速度才变为零？

改编习题：一质量为m=5000kg的货车以vo=20m/s的速度在水平

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司机突然发现前方有障碍物，马上制动，紧

急刹车，若制动后车受到的阻力大小为车重的0.3倍，且司机的反

应时间为t=0.6s，求从司机发现障碍物到停止，车前进的距离s。
不能超速!

职业要求：反应快

不能超载!

路面不能光滑!

很长，远离机动车!

除了干巴巴的“知识”外，
没有体现任何核心素养
改造：设计实际情景，数
据具有实际意义，紧密练
习实际。

形成物理观念、获
得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具备科学态度、

自觉遵守法规



常见教法：演示实验——获得粗略的数据——总结出库仑定律

科学性质疑：非定量实验得到定
量的结论？是否普遍性？

知识的教育性：库仑定律本身是学科体系的知识，并不具有教育性，

但是这一规律研究发现的过程充满了教育属性，其中的放大、转换、

等效、猜想假设等思想方法，以及科学家对真理的孜孜以求、严谨不

苟的精神，对学生而言更为重要。——科学探究、科学态度、科学本

质

例4.对库仑定律教学的反思

本质上是教师
直接将结论灌
输给学生



小球间距 游丝扭角

第一次 36 36°

第二次 18 144°

第三次 8.5 575.5°

（δ≤6×10-16 ）

巧妙的思想方法:

转化放大、平分电量

2±δ



1. 引导教师以核心素养观反思物理教学现状

2. 开发建设核心素养观下的物理课例

高中物理教研能做什么？

选择典型的教学内容，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落实学科素养



1. 引导教师以核心素养观反思物理教学现状

2. 开发建设核心素养观下的物理课例

高中物理教研能做什么？

选择典型的教学内容，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落实学科素养

3. 加强核心素养观下的命题测试研究

4. 开展以学科核心素养为主题的教学研讨、课堂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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