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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做为一名高中物理教师，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至关重要。本文从以下三个 

中运用语言艺术，营造一个和谐而轻松的学习氛围，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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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语言不仅在于科学性 、规范性和逻辑性，还在于艺术性 、 

形象性及趣味性。教学是一项高度紧张的活动，学生在课堂中出现 

疲劳是正常现象。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决 

定了在课堂上不可能始终保持注意力。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掌握好 

语言艺术，营造一个和谐而轻松的学习氛围，不但可以帮助学生减 

轻疲劳，而且还能延长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教师的语言修养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下面来谈谈笔者在物 

理教学中的几点体会。 
一

、 在教学中有意留下空白 

我国，曾经有一种提法：作为一名好教师，应当在课堂上解决 

问题，把所教的内容都讲透，不给学生在课后留下疑难，让学生在 

课后提不 问题。实践证明，这样不但不会取得好的教学效果，而 

且还会阻碍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使学生养成懒惰的习惯。因此， 

在物理教学中及时恰当地留下一些暂时的空白，促使学生产生一种 

急于填补空白的心理，不但能调动学生的求知欲望 激发学生主动 

探究的兴趣，而且还能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引入新课时，教师巧设悬念，问而不答，有意留下空白，不 

但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意识，更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 

学生的思维跟着老师的节拍 “转”。例如：在讲解电容器时，可以先 

问 “相邻的两位同学 能否构成一个电容器”?留下悬念，使学生 

带着问题参与到课堂中来。 

讲新课或疑难问题时，要注意讲到兴趣正浓时，有意嘎然而止， 

留下空白，给学生以重击，从而集中精力，默默思考。例如，在讲 

解电场强度时，可先通过计算求 电场中某点的电强场度为 IOON／ 

C，紧接着提问 “检验电荷移走后，F=O，q=O，该点的电场强度是 

多少”?话到此处 ，突然停顿，让学生思考，学生通过积极考虑， 

用自己的语育填补了空白，从而加深理解了讲课的内容。 

在某一知识点教学结束时，可以巧设悬念，为下一节课的学习 

埋下伏笔。例如：在讲完光电效应一节后，可以向学生提问 “你认 

为光究竟是什么?你是支持牛顿还是惠更斯”?课虽然结束了，但这 

样的问题，不仅提出了波动性与粒子性的矛盾，同时又为下一节学 

习光的波粒二象性埋下了伏笔。课虽结束，但学生的思维活动仍在 

继续，达到了 “余音绕梁三日”的效果。 

二、在教学中适度运用夸张手法 

夸张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 ，是指为了引起他人想象，夸大而不 

歪曲事实的一种对事物的形象描述。在物理教学中适度运用夸张手 

法，不但使抽象的物理现象，概念变得丰富形象，而且给人一种似 

乎逼真的感觉。让难以理解的物理规律变得简单容易 ，起到意想不 

到的良好效果。 

注重物理现象和El常生活的联系，适度夸张，使学生亲身体验， 

加深理解。例如：在讲解气体产生压强的原因时，学生对于 “气体 

产生压强的原因不是因为受到重力作用，而是气体分子频繁撞击容 

器器壁造成的”感到很难理解。这时就可以适度夸张 ，描绘这样一 

幅情景，帮助学生理解。在一个下雨天，小明打着雨伞在雨中行走 ， 

雨滴不断地滴到伞面上，小明感到雨伞似乎很重。雨滴不断滴到伞 

面上，这不正象气体分子频繁撞击容器器壁吗?不妨让学生亲身体 

验。夸大物理现象 ，让学生新自参与活动，在活动中体验，在产生 

乐趣的同时，又加深了印象和理解。 

注重物理规律和日常生活的联系，适度夸张 ，便于学生深刻地 

学 

理解物理规律。例如：在讲解加速度时，当物体的加速度逐渐减小 

时，其速度一定会减小吗?学生感到疑惑。这时就可以适度夸张，举 

这样一个例子，帮助学生理解。某农场养猪，第一天长四斤，第二 

天长三斤，第三天长二斤 ，猪的生长虽然变慢了，但猪的体重却不 

断在增加。加速度是描述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只要速度与 

加速度的方向相同，加速度虽然在减小，但物体的速度一直在增加， 

只不过和猪一样在单位时间内的增加量逐渐减小而已。 

三、在教学中适当运用幽默技巧 

幽默是一种艺术，是智慧的优雅表现。有关调查资料表明，学 

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对教师的幽默品质的要求，仅排在 “专业 

知识渊博”和 “尊重学生个性”这两项之后。如果教师能根据教学 

的需要，适时适当地运用幽默技巧，使课堂气氛轻松一下，学生情 

绪活跃一点。这无异于盛夏里送来缕缕清风，沙漠中淌过涓涓甘泉， 

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切感，对提高学习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在讲课过程中，适当地运用幽默，可以调节课堂节奏，活跃教 

学气氛。例如：笔者在讲解电功率时，为了说明实际功率与额定功 

率的关系，做了一个演示实验：用学生电源给--lh灯泡供电，电压 

由低变高，小灯泡越来越亮，当电压刚超过额定电压时，小灯泡发 

耀眼的白光。眼看灯毁在即，笔者随口大声吟 ：“生命诚可贵， 

电势差更高，小灯泡呀，你一路走好!”一道闪亮，灯灭了。真实而 

略带悲壮的感受，拟人化的表述，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而 

加深了对电功率的理解和安全用电的意识。 

四、物理教学语言要准确规范。有科学性 

所谓科学陛，就是要用准确无误、合乎逻辑的语言来讲。例如 

在讲欧姆定律 R=U／I时，要注意它的适用条件，不能说当I一0时， 

电阻无穷大，从数学语言上说得通 ，但在物理学上，电阻是物体本 

身的一种属性，与导体的长度、电阻率 、横截面积决定。物理是一 

门科学性很强的学科，讲授科学的内容当然要使用规范的语言，对 

概念、定义、规律、原理的表述也要讲究准确严密性。而要做到这 
一 点，教师在备课时必须认真钻研教材，查阅资料，字斟句酌，反 

复推敲。例如，在讲述电场概念时，可以说 在电荷周围空间存在电 

场”，如果说 在电荷周围的空间叫做电场 就不准 确；再如将 物质 

的密度 讲为 物体的密度 ，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密度是物质的一种 

性质，物质不同密度一般不同，所以表述准确与否，有时只在一字 

之差。教学语言 无所苟”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提倡的。当然，我们 

要讲教学语言的科学性，但又不能片 面地、一味追求似乎什么概念 

都要严格地科学地定义 ，那就大可不必，应根据中学生接受能力的 

实际知识的循序渐进，不断完善深化。例如，在讲力的概念时，首 

先只是叙述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接下来在高中讲授牛顿第三定 

律，对力概念加深一步，指 力是物体对物体的相互作用，到了讲 

授牛顿第二定律后，又从力的作用效果来叙述，力量使物体产生形 

变和加速度的原因。这样对力的概念就逐步深化和完善了。 

总之，教学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体。教师的语言不仅 

要准确生动，通俗易懂 ，更要具有艺术性和趣味性。在营造一个和 

谐轻松的学习氛围的同时，又降低了知识点的坡度和难度，极大限 

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所以教师应掌握好语言艺术，成 

为学生喜爱的物理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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