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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物理解题训练及策略概述 

§2.1  “示例教学”的策略 

长期以来，“题海战术”是我国数理教育的一大“特色”。众多数学和物

理教师都默认和叹服“题海战术”对提高“应试效果”的威力，学生则视之为

取得学科考试高分的法宝，因而，师生不得不在“题海”中疲于奔命，指望通

过苦练夺取好的成绩。事实上，“物理难教、难学”的学科特色困惑，高中物

理已成为学生学习的拦路虎：物理现象（过程）“难理解”、规律（知识）“难

懂”、审题中“难绘图”，甚至不知道往往需要自行“画图分析”或作图，才

有助问题的求解。所以，首先要求教师把解物理题的常用“思维方法”纳入学

生的知识结构中，同时其知识库中还得储备物理学科的基本“思维策略”，然

后才能把一定的物理解题策略和方法教给学生，由此提高教与学的效率，实现

教学的最优化或到达“事半功倍”的有效教学。 

2.1.１  物理解题训练在物理教与学中的功用 

如上所述，物理例题的“示例学习”及其习题的练习是教与学的重要环节

和形式，历来受到师生的高度重视。学生要学好物理，教师必须通过物理问题

的“示例教学”环节来引导。没有一定数量和一定难度的例题“示例”，或学

生不练习一定的物理习题，要真正理解和掌握物理知识是难以想象的，更谈不

上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充分肯定物理问题的“示例

教学”及适量的习题练习在物理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不存在一种理想的

教学方法，使学生不做练习就能学好物理”。 

概括地讲，“物理解题训练”的主要作用为： 



 

 

1. 深化与活化功能 

促进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真正理解，引领学生对知识的感悟，达到知识的活

学、活用程度。学生通过对具体的物理过程的感知和鲜活的物理情景的体验，

逐渐化解对物理概念、公式（规律）的“书面”理解困惑，渐次步入深化和活

化新学知识的境地，起到情景回归和领悟所学知识的作用。 

2. 净化与修补功能 

在应用物理概念、规律（公式）解决习题时，学生个体的“查漏补缺”是

其知识的“意义建构”过程和需要，起到对新纳入其知识结构中的“知识”之

“去伪存真”作用，即一定数量的物理练习具有“扫描”、“查找”、“检测”

和“修补”（新）知识漏洞的功能，达到通过“过滤”过程而“净化”和“同

化”所学物理规律和概念的目的。这样，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就会超脱“听

得懂”而“不会做作业”的“假懂”怪象。教师新课后布置的物理作业，通常

为基础知识的练习，所以其“听得懂、不会做”的呼声，这种“假懂”是学生

对知识的“过筋过脉”的关键之处还没有真正领悟所致，“问题示例”教学和

作业练习就是纠正“误解”、“修补”认知漏洞的良药。所以，“净化与修补”

是物理课程的一个教与学的重要环节。 

3. 巩固和强化知识的功能 

温故而知新，而“机械记忆”式的物理学习效果则多体现在解题时胡乱

“套用”现成的物理公式，解答中张冠李戴，甚至闹出“答非所问”的笑话。

这说明，学生对已学知识不是基于理解的记忆（即“理解性记忆”），这种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也是所学知识是不稳固、不扎实的直接反应；另一

方面，物理教材只能向学生介绍主干的知识和典型的方法，对章节知识的整合、

前后关联和横向扩展等，只能在“讲—练”的结合中得到补偿而完善。 

所以，要增强知识记忆和理解的准确性，只能通过“意义建构”过程的

“意义记忆”途径来实现。也就是说，解题练习就是实现“意义记忆”的有

效途径，通过解题教学引导、课程解题练习与训练（指导），学生的知识就会

在无形中得到及时的修正和巩固，而且通常是以陈述性知识的形态被纳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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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之中。 

4. 锻炼（培养）思维及其能力的功能 

普遍地讲，教师在精选物理例题和物理习题后，学生则会经历课堂“示例

学习”和课后（作业）的解题练习等环节的学习方式，教师通过课堂“示例教

学”、作业批改、答疑中的“学情”反馈，就可以掌握学生所学物理知识的现

状等重要信息，为“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争取了机会和时间。 

教学实践和相关研究都表明，教师平常采用的辅导、作业评讲等渠道和教

学形式，既可实现对学生的“理解缺陷”和“知识漏洞”的及时“治疗”和

“修补”，又在这种常规训练中锻炼和培养了他们的思维力和解物理题的能力。

可见，讲解一定数量的物理例题、布置适当数量的物理习题、安排形式多样的

练习空间，是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能力的必由之路。值得指出的

是，解题训练更会让学生习得相应的程序性知识，例如，解析技巧（方法）、解

题构思技巧（方法）、审题技巧（策略）等。 

可见，解题训练是物理学科中一种重要又灵验的有效教学方式。 

2.1.2  物理解题训练的教学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确信：一个“精明”的教师，在进行物理解题教学训

练中，一定会讲究教学策略。也许他总是会思考“解题示例教学”该“怎么

教”，或不断地探索“练习、训练”的方略“是什么”，也会时常反思“讲—

练”是“为什么”。总之，寄希望于通过一定的解题策略或调整其相应的教学

方式，向“精讲”要质量、增“效率”；向“精练”要效果、减“负荷”。也

就是说，要把优化教与学的过程放在“讲—练”教学的首位，“讲效益、使巧

力”，让学生高效地“学会解题”、“学会走路”……。简言之，物理“讲—

练”教学需要讲究一定的策略，是有教学策略可寻的。 

物理解题训练中的解题“示例教学”（例题教学）、作业练习、阶段性检测

（训练）、解题辅导（作业讲评）等，既是学生巩固、深化和强化物理知识的必

备学习环节，也是教师训练其解题技能、培养（创新）思维力的基本教学形式，

其实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有格言说：

“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即教学生学习与解题的“方法性知



 

 

识”比传授“狭义知识”更有价值，不能一味地看重物理事实（知识）的承传，

忽视传递相应的物理方法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教给学生“物理审题的策略” 

我们知道，中学物理问题，通常以习题（思考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

主要的问题类型为问答题、判断题、探究（实验）题、填空题、选择题或计算

题（证明题），要求学生回答（简答）或求解相应题设的问题。尽管每个物理问

题情景是不同的，但是各类物理问题（题型）的组成要素是共同的，都包括“题

设条件”、“问题目标”和“条件—目标”关系三个要素。有些问题的物理情

景（过程）复杂，有些题设的信息（条件）隐含，有些题设信息极少似乎严重

不足等，对多数学生而言，解决这些问题的认知障碍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有识之士的呼声已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纳依曼就曾呼吁：今

天教育的内容，百分之八十都应该是方法 —— 方法比事实更重要。因此，很

有必要教会学生“审题”、“破题”的认知策略（方法与技能）。懂得审物理题

的方略，无异于掌握了通往解决问题的大门钥匙，因为成功的“破题”，是正

确构思“解题方案”的基础。 

首先，我们要教给学生审题策略和简明的步骤： 

（1）“初读”策略 

“初读”策略即了解物理问题图景的策略。在题设问题无图示辅助描述下，

要求尽可能“一边读题，一边构图”，也就是把大脑中构建的相应物理图景在

草稿纸上勾画成“示意图”，以再现和建立清晰的物理问题图景，为着手构思

解题方案做准备。 

例如，一个动力学问题，需要在审题之中画出相应的受力分析图，并且还

要标明题意的已知物理量（符号、数据、方向等）、未知量或待求量（符号），

如图 2-1 所示。首先建立坐标系（参考系），习惯上取坐标轴的正方向为加速度

a 或速度 v 的方向，所以应注意在（受力分析图中）相应的位置标出物体运动方

向（速度 v）、加速度 a 的方向，包括质量 m、重力 mg 、摩擦力 f 、支持力 N 等

物理量的符号，以便能建立正确的运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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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审题分析图与物理量的标注示例 

（2）“复读”策略 

“复读”策略主要是弄懂模棱两可的词句，通过抓关键词，弄清其含义，

由此分析得出题意中间接给出的“隐含信息（条件）”的策略。抓主要矛盾的

“复读”审题技巧，往往成为“难题”的“破题”关键。 

例如，质量为 m 的小球，从高度 h 处出发沿光滑复合轨道运动，其中竖直

圆轨道半径为 R ，如图 2-2 所示。试问：小球能够通过顶点 B 的最小保证高度 h

是多少？ 

 

图 2-2  B 处的小球常规受力 

首先可根据题设作出小球在 B 处的常规受力，如图 2-2 所示，再捕捉关键

词。关键词“光滑”隐含“无摩擦”条件，“最小”则隐含顶点 B 处的轨道压

力 0N ≥ （见图 2-3 所示），由通常的“ 0N  ”变为“ 0N  ”的临界情景（恰

好通过顶点 B）。“ 0N  ”这样的隐含信息，正是在审题“复读”中需要寻找

的信息和破解的难点。 

 



 

 

图 2-3  “复读”发掘隐含信息：压力 0N   

（3）“重读”策略 

首先，对题目内容较长、物理过程复杂的问题，认真核对题意文字的描述，

以防误解题意和遗漏重要信息的策略。 

其次，教给学生简化策略和形象化方法，培养学生简化物理问题情景的意

识和认知能力。例如，省略题目中的次要或无关的文字描述（情景），提取中心

思想或关键过程的情景；对已有题设图示的问题，则以识别图示、理解图示和

分析图示所描绘的物理过程为中心；对没有给出图示的问题，以设法勾画示意

图为上。实在难于勾画时，也要尽可能通过审题在脑海中建立或浮现相应的物

理图景。也就是说，给定或自行构建（勾画）物理图示，是审题中简化、形象

化和深化对物理问题情景认识的重要方略。 

2. 示例讲解与练习策略 

我们教给学生审题的方法与策略、传授解题的构思策略（方法），目的是教

会学生解题，即通过传道解题方略、思维技能，培养学生独立探究能力、分析

和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实现逐步提高或形成创新思维能力的目标。所以，传

授思维策略或让学生获得物理（事实）知识与方法性知识，包括相应的思维技

能，教学策略应该立足培养学生应用“两类知识”分析、处理或解决物理问题

情景的能力。由于解题能力是在解题技能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技能只有通过训

练（练习）的途径而习得，因此教师在课堂例题教学之后，必须针对示例教学所

讲授过的物理知识、方法和认知策略，有目的、有计划地安排相应的课堂练习或

布置课后作业，以便及时巩固所学知识尤其是方法性知识和掌握思维技能。同时，

我们强调学生重视示例学习、解题练习，向其传递物理解题练习这种特殊而重要

的物理学习方式，这些教育教学举措对学好物理的作用是明显的，必须充分肯定。 

但是，我们如果一味过分强调、指望或依靠“题海战术”，那么不仅与现

代教育观相悖，而且会无形中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在训练过程中还会遭到疲

于应付的学生和家长的抵触，甚至其他方面的口诛笔伐；另一方面，这种蛮干

加苦干式的训练教学，不仅使师生的劳动负担过重，造成双方“身心俱伤”，

而且往往事倍功半。其实，在这种“题海”学习方式下，学生已经成了做题的

机器，师生用心追逐解题的数量，只顾答案是否正确，至于如何实现已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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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方法性知识和技能的“迁移”问题，也就无暇关心和思考了。显然，“题

海战术”是不讲究策略的，过分看重已解过的各种习题在头脑中的“记忆痕

迹”对解决类似问题的仿效作用，很少事后主动总结成败的经验与教训：思考

和反思解题后的成功经验或失败、错误的根源。 

可见，我们如果不知道解题后总结、品味（体验、感悟）或深化扩展策略，

没有这样的物理学习方式或学习习惯，那么就是一个还没有学会怎样学习或怎

样学好物理的人。也就是说，对物理解题训练教学而言，忽视教给学生物理学

习策略、传授思维方法并让学生习得相应的思维技能，不是站在策略高地上去

引导学生进行典型例题的“示例学习”的话，容易使学生在通过一定阶段的示

例教学和大量的习题训练之后，其解题技能难以迁移到新的物理问题情景中，

只会机械模仿套用，无法触类旁通或举一反三。 

另外，题型及其组合的变化是无限的，永远也见不完；见到过的，或者记

混，或者也不一定能完全记下来。因此，我们提出示例讲解与练习的物理教学

策略，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1）适度训练策略，即教师需要把握好解题训练的“量”与“度”，不在

解题“示例教学”中片面追求“示—练”数量，而忽视学生的迁移性学习效果。 

（2）“变式训练”策略，即教师通过（设计）“一题多解”和“一题多变”

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解题训练，提高学生对已有技能的迁移水平，逐步形成举一

反三的能力。 

（3）强调学生解题后回顾、总结和反思的策略，即强调“学而不思则惘”

更适合于物理解题学习方式的观点，解题后“不思”则意味着“惘练”，师生

扮演的是“为解题而解题”的机械式教与学的角色，学生难以超越“数量界

线”而到达触类旁通的境界。 

（4）“三精”选择策略，即精选（选择的例题要有典型性），精讲（解法要

有代表性并讲解方法的扩展性）、精练（训练作业兼顾质与量、凸显精，作业不

宜简单重复），力求节约师生的劳动，避免学生解题过劳而产生负面学习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