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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从想象力、观察力、求知欲望、学习兴趣、动手能力等五个方

面论述物理教学中的创新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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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前后，伴随着国外创造性思维研究的情况开始被介绍到国内，加之改革

开放以来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发明成果和创造型人才，“创新”一

词便很快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并在我国取得较快发展。在这种影响下，“创

新”也成了时下教育界最为关心的话题。江泽民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创新是一

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

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物理学不仅是实施自然科学教育的重要学科，同时也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

它的研究内容丰富有趣，比较接近学生的生活，适合训练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在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提高创新能力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因此，在物理教学

中，我们应逐步摈弃传统的物理教学过于注重纯粹的客观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

教育更为深刻的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责任，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体

现物理教学的创新教育价值。  

一、敏锐的观察力是创新的前提  

观察是智力发展的基础，没有观察就不可能有丰富的想象、理论的概括和创造性

的思维。观察力是认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创造力的开端，更是客观外界信息转

化为个体经验的唯一途径。所谓物理，就是即物说理。我们接触到的方方面面都

和所学到的物理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角度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有计划地指

导学生进行观察。首先，要指导学生观察的方法，例如，观察地图、模型、图表

要明确观察对象，按一定顺序观察；其次，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观察实体，引

导学生“处处留心皆学问”，平时多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在大自然中进行实地观

察。教师要使学生逐步学会观察的方法和养成善于观察的良好习惯，不断提高观

察地理事物的能力。同时，教师还应通过强化观察，让学生在发现中获得灵感思

维，以达到开发创造性思维的目的。  

二、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的不竭动力  

想象力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创造性地形成新事物形象的能力。创造必须以想

象为基础，想象是物理科学发展的重要源泉，也是获得物理知识的重要方法。物

理教学发挥学生的形象思维，大胆展开想象，有助于学生冲破常规习惯思维，培

养创造性思维能力，能大大提高教学效率。丰富的知识只是为创造提供良好的基

础，然而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再多的知识也可能成为一潭死水，创造的智慧之星

难以降临。传说发明家爱迪生曾把鸡蛋放在怀里亲自孵小鸡，用泻药泻尽体内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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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试图让人飞上天，虽无法考证现今工业化孵化小鸡、飞机上天与此有关，但这

足以说明创新离不开想象，甚至胡思乱想。  

三、浓厚的兴趣是创新的催化剂 

兴趣是人对事物或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热情和肯定的态度，并由此产生参与、认识和探

究的心理倾向。兴趣是引起和维持注意的重要因素，对感兴趣的事物，人们总会主动愉快的

探究它，使活动过程或认识过程不是一种负担。在物理教学中，浓厚的兴趣是学生在创新方

面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创新的催化剂。如果没有兴趣作基础，不但传授物理基础知识

和基本试验操作能力在内的教学的基本任务很难完成，而且可能使学生产生厌恶物理的情

感。浓厚的兴趣能够促使创造活动持久地保持兴奋状态，使人们遇事要寻根究源，对令人满

意的现象一定要找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增强心理力量，在挫折面前毫不动摇。  
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对学习有无兴趣，是能否

积极思维和具有求知欲望的重要前提。中学时代的爱因斯坦，经人建议买了共有 21 册的《通

俗科学大系》。这套书从地球的诞生开始谈起，谈到地下的矿藏，地上的植物、动物，以及

在一望无际的天空，有哪些星球遵循着哪些规律运动着，它叙述了支配这个宇宙的井然有序

的法则。从此，爱因斯坦对科学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上大学后，父母希望他选修电机工

程，但他发现，他对物理学更感兴趣，于是专攻物理学。在任专利局小职员时，一天的工作

他仅有 3 个小时就能出色地完成，剩余的时间全部用于研究物理学，工作之余也是“扎进物

理学”，这期间孕育了他对相对论的发现。爱因斯坦说：“我确实知道，我自己并没有特殊的

天才。好奇、着迷、顽强的耐力，加上自我批评，使我达到了我的思想境界。  
因此，在物理创新教育中，我们应注意培养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浓厚兴趣，让学生在兴趣的支

配下，活跃自己的思维，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将学生的“创新之心”真正调动起来。  
 四、求知欲望时创新的心理动力  
在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时，应激励学生的求知欲望，如果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那么无论怎样谦虚和好学，最终的结果总会是人云亦云，不可能走出前人划定的圈子。要获

得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就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将求知欲望变为创新现实成果，有

求知欲望实际上就是创新思想的开始。  
例如，我们都见过高压线，仔细观察一下，就有很多问题：为什么电线杆架设的线路有两根

的，还有三根的、四根的？为什么夏天比冬天较为松弛？它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为什么在

有风吹时会嗡嗡作响？为什么在夜晚可看到高压线周围会笼罩一层绿色的光晕？为什么高

压线掉在地上常会使人畜触电，而鸟儿在高压线上却不会被电死？为什么检修人员可带电作

业？等等。当然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真正要解决它，可能要用到很多高深的物理知识，

但这是没有关系的。正是有许多我们暂时还不懂的现象，所以我们才有认真学好物理的欲望，

可以说这一个个的问题正是学习的持续动力。也正是这一个个问题会引发学生去联想、去发

明创造、去解决或发现过去人们没有发现的问题.  
五、较强的物理实验动手能力是创新的载体  
动手能力一般是指从事某项工作、某一岗位、某一具体行业工作的实际本领，它是理论的延

伸和深化。动手能力可以激发大脑里一些特殊的、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区域，强化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是学校教学的重要任务。  
物理学本身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实验不仅是物理教学中最直观、最形

象的手段，而且也是激发学生对物理学科产生兴趣的最好手段，是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重要

途径。就拿自制教具活动小组来说，学生通过对课本实验及现有仪器进行进一步研究，能自

己发现实验及仪器中存在有缺点和不足之处，并提出一些积极的见解及改装方案。如，新购

置的打点计时器常常不能正常打点，通过他们的改造，全部能正常工作。将碰撞实验器的支

点进行了合理改装，使其更好的符合课本实验的要求，实验效果更理想；自制电阻标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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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振动演示器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使学生对学习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实验操作

能力提高了，物理成绩上去了；另一方面，学生的创造能力、鉴别能力也有了一定提高。  
常言道：“授人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教人以渔，则能使其终身受益。”因此，在物理实验教

学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亲身体

验中提高学生对物理概念、定律和定理的理解；注重因材施教，因人施法，灵活多变，以动

求新。  
总之，物理创新教育培养的是面向 21 世纪的创新人才，这是一项持续而艰苦的工作，有待

于我们广大的物理教育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学生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

养，要依靠广大教师深入细致的工作。在物理教学中,教师的重要职责是竭尽心智,通过多种

途径来激发、培养和保护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兴趣，求知欲和动手能力等，在实践中不

断锻炼和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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