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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理建模能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物理知识体系，更能化难为易，以简驭繁，加深学生

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提升学生物理能力。在高中物理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当认识到物

理建模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建模能力，增强学生建模思维，如此才能提升学生物理素养。本

文分析了培养学生物理建模能力的意义，结合实践教学经验，探讨了培养高中生物理建模能

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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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高中物理是理科学习的关键。由于物理具有抽象性和理论性特征，学生理解

起来有一定难度，导致物理教学成为高中教学的难点。物理建模可以把抽象的物理知识简单

化，把枯燥的理论知识生动化，把琐碎的物理知识系统化，进而提升学生理解程度，提高学

生学习质量。高中物理教师应当采用行之有效的手段帮助学生培养建模能力，增强学生建模

思维，进而提高学生物理水平。

一、培养高中生物理建模能力的重要作用

物理建模，是指在理解物理知识前提下，对物理本质规律进行的深刻探析，是一种更深

层次的物理思维方式。高中物理教师应当根据物理知识体系，培养学生建模能力，如此才能

促使学生更加深入地把握物理知识的本质规律，提升学生理解程度，提高学生物理能力。在

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建模能力，具有以下优势：首先，可以化难为易，便于学生理解

抽象的物理知识。物理模型的运用能够突出问题的主要因素，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的

事物具体化，有助于学生在脑海中形成清晰的物理脉络，深入理解物理内涵，给物理的教与

学带来效益
【1】。其次，可以培养学生物理思维。物理建模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物理知识的

本质认识，这一过程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物理思维，帮助学生认识

了物理本质，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物理思维能力。最后，可以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物理模型建构过程，是对生活中所包含的物理知识与物理现象的再认识过程，理论联系实际，

能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在高中物

理教学中，教师应当不断培养高中生物理建模能力，引导学生认识物理本质，提升实践能力，

为学生今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高中生物理建模能力培养策略

（一）掌握基础知识，做好物理建模基础工作

物理基础知识，是学生应当学会的基础内容，也是培养学生良好建模能力的基础。物理

学科模型的构建，离不开必要的基础知识，只有具备充足的物理基础知识，才能建立完善的

模型。因此，在培养高中生物理建模能力过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准确掌握基础知识，帮

助学生认识与理解基础知识，为培养学生建模能力打下坚实基础。例如，在构建连接体模型

过程中，首先，应当掌握牛顿三大定律与力的分类。牛顿三大定律是力学学习的基础，只有

掌握了牛顿三大定律，才能掌握力学知识。其次，还要分清力的种类。一般来说，力可以按

两种进行分类，按性质分，可以分为重力、弹力、摩擦力、电场力、磁场力、分子力，按效

果分，可以分为拉力、推力、压力、支持力、浮力、斥力、平衡力、作用力、反作用力、阻

力、动力等，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构建良好的连接体物理模型。然后，根据连接体各

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否存在相对运动，运用整体法和隔离法构建连接体力学模型。整体法是指

连接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存在相对运动，所以可以把连接体看做一个整体，进行受力分析。

隔离法是指连接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相对运动，应当把某一部分隔离出来单独进行受力

分析。在构建物理模型过程中，只有掌握了充足的基础知识，理解了相关规律与定律，才能

构建完整的物理模型。因此，高中物理教师应当不断引导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完善基础知识



体系，如此方能构建更为完整的物理模型。

（二）构建良好情境，提升学生物理建模能力

物理知识具有抽象性，如果教师创建的物理情境过于单一，且没有趣味性，就无法有效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因此，教师在帮助学生构建物理模型过程中，应

当根据物理知识，为学生创建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物理情境，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

学生对复杂的物理知识产生熟悉感，进而增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认识与理解。例如，在构建

匀速直线运动物理模型中，教师可以运用生活化的案例，提升学生理解程度，增强学生实践

能力：为了保证学生人身安全，政府部门规定，车辆行驶在学校前方马路时，时速应当不能

超过 30km/h。一辆汽车在学校门前的马路上，遇到紧急刹车情况，刹车时，车轮抱死，其

车轮在马路上留下了一道笔直的痕迹，痕迹长度为 10 米，交警从监控录像上得知，该车从

刹车到完全停止的时间为 2s，如果你是交警，你能判断这辆车是否超速？解题过程中，应

当首先判断该车的运动状态（主要是判断匀加速运动还是匀减速运动）。根据题意，该汽车

的末速度 Vt等于 0，且该车处于减速状态，因此，汽车做匀减速运动。然后设汽车初始速度

为 V0，刹车时汽车发生的位移 X=10 米，时间 T=2s，根据 X= v T 和 v =（V0+Vt）/2，得出

V0=10m/s=36km/h，因此，该汽车超速。这个问题涉及了匀减速直线运动的知识，通过这个

生活问题，学生能更好理解匀减速直线运动的规律，建立更完善的物理模型。这样一来，学

生能够将生活与物理联系到一起，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建模经验和能力，这对于简化物理知识

的难度，提高学生物理知识的理解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三）借助物理实验，提高学生实验建模能力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是物理教学的重点，只有掌握了实验过程，明白

了实验操作，理解了实验原理，熟记了实验内容，才能建立良好的实验模型。学生自己获取

的知识，远比通过教师讲授获得的知识更为深刻、有效，物理实验与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息息

相关，通过动手操作，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理解物理实验的过程及原理。在培养高中生物理建

模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趣味十足的实验，调动学生实验兴趣，提升学生实验积极性，增强

学生动手操作能力，进而提升学生实验能力。例如，在构建含弹簧的物理模型中，必须要掌

握胡克定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物理实验，主动探究胡克定律，从而加深对物理知识的

理解。教师首先引入探究性话题：当物体受到力作用而产生弹性形变时（如体育撑杆跳时，

杆会发生弹性形变），物体将产生弹力作用。通过前期所学，我们知道物体形变越大，弹力

就越大；形变越小，弹力就越小。那么，物体形变与弹力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下面，请大家

设计一组实验，来探究弹簧的形变量与弹力大小之间的关系。然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实验

设计：根据二力平衡，可知物体平衡时，所受重力与弹簧对它的作用力 F 大小相等。将弹簧

挂起来，测量弹簧的本身长度。然后，可以在弹簧上挂上不同质量的钩码，来探究钩码质量

与弹簧伸长量之间的数量关系。通过分析实验数据，可以得出胡克定律。经过实验，学生更

加清楚地理解了胡克定律，这样有助于学生构建更为完善的含弹簧物理模型。

三、结束语

物理建模可以将抽象的物理知识简单化、具体化，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物理知识，引导学

生更好理解物理本质规律，从而有效提升了学生物理水平。在培养高中生物理建模能力过程

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打牢建模基础；学以致用，不断提升实践能力；

实验探究，提升学生实验能力等手段，帮助学生构建更完善的物理模型，增强学生建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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