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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物理是中学阶段科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以往的

初中物理教学中却存在着教学不够深刻的问题，教师

仅以学生对物理知识的获取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却忽

视了引导学生去探究科学的事实和细节，导致学生的

学习停留在表面上，影响了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发展。

因此，为了促进物理课程改革，真正落实物理教学的目

标，教师应当结合科学教学的特征，加强对学生的逆向

思维培养，让学生可以获得质疑探究的科学素养，实

现物理的深度学习，为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发展提供

支撑。

1 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也称求异思维，它主要在于打破固有的

思维认知框架，将原来司空见惯的方式进行反向的创

新，以另一种视角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逆向思维要

求人们摒弃现在闭门造车、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弊

端，敢于“反其道而行之”，从现在的思维的对立面去寻

找问题解决的方式方法，从而达到事半功倍、出其不意

的效果。这就要求学习者能够在学习或者实践的过程

中，从“原视角”的对立面出发考虑问题，树立新思维，

探索新路径、新方式，有效实现学习或实践目标。惯性

思维的副作用就在于让人们的思维局限在一定的范围

之内，很难跳脱出去，这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创新能力，

限制了自主研发素养的提升。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反面

思考问题的思维素养培养，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初中

物理教学更是如此。物理作为初中教育设置的一门新

课程，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要从逆向思维的视角出

发，推进课堂教学实践，切实提高物理课堂的教学效率

和质量。

逆向思维在任何问题中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运用。

在对问题进行思考时，人们都可以按照相反的方向来

进行。一般来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而且从特殊意

义上说，所有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在实际生活中，人

们常常运用正向思维，即由于受惯性因素的影响，大脑

会形成条件反射弧，只要出现问题就迅速展开正向思

考。然而，逆向思维完全与正向思维相反，教师应突破

传统教学的束缚，引导学生从批判视角思考问题，使学

生跳出原本的思维框架。在解决问题时，学生很容易出

现思维定式，导致思维僵化，处理的效果与多数人如出

一辙，而运用逆向思维，可以有效突破思维障碍，使结

果趋于创新性。

2 初中物理课堂的教学现状
2.1 对学生思维的培养不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和思维
品质缺失

对于初中物理的课堂教学实践，教师主要依据板

书将课程内容要点写在黑板上，让学生参照着物理书

本进行课程内容的学习。教师按照课本内容的顺序照

本宣科式地讲解，不仅没有激发学生学习物理课程的

兴趣和能动性，还不利于对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和

思维品质的培养。另外，即便是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应用

了一些逆向思维培养的方法，但总体的探索程度是较

浅的，只是通过概念和公式让学生从结果推导到条件，

并没有引导学生把这一思维真正运用到实践探索中。

这种较为浅薄的尝试，并不能真正拓展学生思维的深

度。此外，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物理观念、物理

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在学校教育的逐步深入， 逆向思维的培养是每位教师重要的教学任务之
一，课堂随之成为培养学生学科思维的主场地。在初中物理教学中逆向思维的应用可有效降低教师教学
难度。因此，教师对逆向思维的有效应用及学生学科思维的形成，有利于高效课堂的构建。为了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首先对逆向思维进行了简要概述，其次分析了初中物理课堂的教学现状及初中物理教学中逆
向思维的应用，最后提出了初中物理学科思维的培养方式，以期为行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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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物理实验能力、科学态度和精神这 4个层面。在
这其中，物理思维对应的就是学生的逻辑思维、抽象思

维和逆向思维。科学态度与精神对应的就是学生在探

索时所展现出来的习惯和模式，也与逆向思维的培养

存在密切的联系。以上这些内容并没有真正传导到物

理课堂上，很多教师只是把重点放在知识与技能的传

授上，目的就是让学生通过练习大量的物理题来积累

经验和教训，并没有把学生当作知识加工的工厂，而是

让学生成为知识吸收的容器[1]。
2.2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效果不佳， 学生学习的主观
能动性不足

在初中物理教学实践中，教师主要是根据中考物

理大纲的要求进行课程内容设置和知识点的讲解。学

生学习物理知识，大多停留在知识点的了解上，对物理

概念与知识点并没有深入掌握。为了切实提升学生的

物理成绩，教师通常要求学生记公式、背概念、做习题

等。这种机械化的背诵方式，消耗时间长，产生效果低，

严重挫伤了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利于

学生全面掌握物理知识，也不利于对学生高阶思维的

培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逆向思维的培养已经获得了

教育部门的肯定，但很多教师依旧没有摆脱传统教学

模式的束缚，认为逆向思维的培养是一种长线投资，在

前期并不会取得过于明显的效果，而物理课堂的时间

又是相对有限的，这种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的行动并

没有实施的价值。这种思维上的误区也恰好说明了教

师本身对逆向思维的认知过于浅薄，没有真正在课堂

上引导学生，也没有真正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

极性。久而久之，学生会产生极大的审美疲劳，认为物

理课堂是枯燥且无趣的。

3 逆向思维应用于初中物理教学中的路径探寻
3.1 在物理概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

初中物理课本中概念性的知识居多，学生只有准

确掌握了概念，才能推进对物理知识的有效学习。物理

概念较为晦涩难懂，学生难以理解和掌握。基于此，教

师可以通过逆向思维的视角来助力学生理解物理概

念，从而提高物理课堂教学质量。一般来讲，概念讲解

的最好方式就是先进行课堂导入，教师需要做好铺垫，

让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新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例如，在教学与“重力”有关的

知识时，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随意向下抛粉笔，当粉笔

落到地面后，向学生提问：大家都知道粉笔之所以会落

到地面，是因为地球有万有引力，而万有引力就是重力

的一种，那么如果地球上没有了重力，世界又会是什么

样的？让学生展开联想和想象。在必要的情况下，教师

也可以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展示出宇航员在太空行

走的画面，让学生受到失重的视觉刺激。或者，教师也

可以让学生高高跳起，在跳起的一瞬间，让学生记录自

己在下落中感受到的状态，即“失重”。接着，教师就要

让学生从失重的状态出发，逆向推导出万有引力的现

实内涵。这种反方向的论证能够进一步加深学生的印

象，也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展现出自己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例如，在教学与“力学”有关的知识时，教师就可

以把逆向思维和力的相互作用充分结合到一起，让学

生对比观察火箭向上升和气体向下喷的现象[2]。
3.2 在物理的习题解答中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

物理习题的讲解是提高学生物理学习效率的有效

途径。在讲解物理习题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

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充分理解与掌握习题。例如，在教

学与“运动学”相关的知识时，教师就可以针对论题设

计出反论题，通过已经成型的规则，来论证反论题的正

确性，如果反论题不成立，那么原论题就是成立的。在

这里，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甲乙丙 3
人分别在平直的公路上匀速骑自行车，自行车的行进

方向是北，如果乙没有感觉到风，而丙感觉到逆风，甲

感觉到顺风，那么此时的风向是南风还是北风？甲乙丙

三人的骑行速度又如何？从定式思维来看，甲乙丙 3人
都是向北匀速行驶的，乙没有感觉到风，说明它的速度

和风速是相等的，而丙感觉到逆风，说明丙的速度要比

风速更大，甲感觉顺风，那么甲的速度比风速要小，此

时三人的速度大小就可以对比出来。从逆向思维来看，

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假设风向是北风，当条件是北风时，

无论甲乙丙的运动速度是快是慢，他们始终都会觉得

这是逆风，所以这一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则此时的风向

就是南风。

3.3 在物理实验中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
实验自始至终都是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

途径，学生只有通过动手操作，才可以真正积累经验，

更为灵活地掌握逆向思维的运用方法。因此，教师需要

在课堂上适当提高物理实验的比重，并把物理实验的

设计和逆向思维的培养结合起来。例如，在研究“自由

落体运动”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判断自由落体究竟是

变速直线运动还是匀速直线运动。教师可以先把学生

分成不同的小组，引导学生自由设计出实验的步骤。一

般情况下，学生都会从定式思维的角度出发，用手机的

闪屏照相功能来记录物体下落的过程，把距离和时间

结合到一起，进而得出自由落体运动是变速运动这一

结论。当学生的操作告一段落后，教师要先肯定他们的

做法和探究结果，然后鼓励学生用逆向思维去反思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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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在这里，自由落体运动和上抛运动是相逆的，因此

学生可以直接展开与上抛运动有关的实验，向上方投

掷橡皮或小石块。这样，学生就会观察到，当物体达到

一定高度时，其速度为 0，因此上抛运动是减速运动。相
较之下，自由落体运动就自然是加速运动。此外，教师

在开展实验教学时，也可以结合一定的物理发展史，例

如，法拉利就在奥斯特的启发下，开始探究磁场和电流

之间的关系，最终也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而电磁感应

现象又成为研究发电机的重要参考。以上这些成就或

多或少都受到了逆向思维的影响，学生也可以从中获

得更多的实验启发[3]。
4 初中物理学科思维的培养方式
4.1 发展创新思维能力

物理学科不同于学生熟悉的语文、数学，其有固定

的学科用语及独特的物理实验，学科思维和学习方式

也需要学生重新总结。教师在开展物理教学前，要认真

解读课程标准、分析教材内容，深刻把握其中的规律和

逻辑。此外，教师还要做好课堂预设，在教学过程中依

据学生的学习状态随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活动，引导学

生对同一物理现象从不同角度分析，逐渐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使其逐步形成自己的学习方式，有效完

成学习任务。

4.2 优化教学方案
全新的教育理念并不是要求教师完全摒弃传统的

教学方式，而且是对传统教学方式进行改进、完善及创

新。作为教师教学的重要依据，教学方案在教学改革前

后都是初中物理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针对初

中阶段的物理教学方案，教师在设计时既要使其与学

生的知识水平相符合，也要考查学生的接受能力，在教

学方案中体现对学生学科思维的逐步培养，让学生在

知识增长的同时获得能力的提升，引导学生遵循教学

方案有计划地获得新知，提升能力，形成学科思维。对

此，物理教师要精心设计每节课的教学方案，并从多方

面对其进行优化，为高效课堂的构建及学生学科思维

的培养提供充足的保障。

4.3 深化物理概念
初中生开始系统接触物理知识，教材中也包含了

很多基本概念，理解和掌握物理概念是学生学科思维

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指导学生深深入化理解物理概念，了解概念形成的

过程和所表达的本质含义，并让学生通过观察和总结

找出其中蕴含的规律，进而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为学

科思维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学生在系统接触

物理知识的初始阶段，学习的是“机械运用”相关知识，

其中涉及的物理概念有量程、分度值、机械运动、参照

物、速度、匀速直线运动等。教师可先通过文字讲解对

其进行详细阐述，然后给出相应练习[4-5]。
4.4 强化物理实验

实验是初中物理学科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机的重要方式。很多物理实验是可

以在课堂上或家庭中开展的，因此，物理实验也是培养

学生学科思维的重要方式。物理实验是物理理论知识

的重要来源，也是学生探究物理知识的主要方式，在

课堂教学中利用好物理实验，无论对学生学习的自主

性及积极性，还是学生学科思维及探究能力的形成，

都可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达到学生全面发展的教

育目标。

4.5 提高科研探究能力
教师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增加学生实践的

机会来提高他们的科研探究能力，多在课堂上设置引

导性问题或层次性问题。这样既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

求，也能激活学生思维，进而构建充满生机的物理课

堂。此外，为了让学生在初中基础物理知识学习中有效

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教师也要增强自身的教学能力，

在教学之余“充电充能”，帮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和教

学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得提升。

5 结语
总而言之，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

输入教学手段，结合学生思维成长的需要来开展教学

活动，适时引入逆向思维，以降低学生物理学习的难

度，提高教学效率。此外，教师也要通过合理的引导，让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分析问题的技能，并掌握物理

学习的最佳方式，明白逆向思维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学会利用逆向思维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建锋.从深度学习视角梳理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实践路径[J].
中学物理，2022（14）：10-12.

[2] 何娟.在初中物理实验探究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J].智
力，2020（2）：67-68.

[3] 叶钟.指向深度学习的初中物理有效教学策略[J].名师在线，
2022（17）：37-39.

[4] 黄必跃.提高综合能力培育核心素养：核心素养下的初中物理
教学浅探[J].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20，14（4）：11.

[5] 袁欣.逆向思维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当代家庭教
育，2020（4）：131.

作者简介：李芳（1982—），女，壮族，广西靖西人，本科，
一级教师，主要从事初中物理教学工作。

科技与教育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