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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而创新能力的核心是创新思维。本文以学生创新思维

能力的培养为中心，从教师个人、课堂教学、校园环境三个角度讨论了如何将创新思维融入到大学物理

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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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is the inevitable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
ern society, and the core of innovative ability is innovative thinking.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how to integrate innovative thinking into college physics learn-
ing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ampu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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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 2010 年颁布了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应用物理学本科指导性规范，提出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要

求[1]。大学物理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怎样将教学过程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机融合，成为了大学物

理教学改革的核心[2]。学习不只在于获得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更在于它能帮助我们保持深度思考

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外，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尤为关键。创

新思维概括来说，即突破已有的认知局限，以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方式，达到创造性的认知的思维。创

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即训练灵活多变的思维能力和自觉创新意识。近几年，教育部大力推进“三抓三促”(即
抓领导，促管；抓教师，促教；抓学生，促学)改观本科教育的局面[3]。本文从教师个人、教学过程、校

园环境三个角度论述了如何将创新思维融入大学物理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2. 提升教师自身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提高教师对创新的理解及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根本。

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而知识是有重量的，同样的教学内容，同样的教学资源，不同的教学方法，

学生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教师应与时俱进，不断地创新教学方法，尽量减轻知识的重量。所以，一

方面教师应注重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要从学生角度理解学习的科学，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让

教学内容易于理解、方便记忆。 

2.1. 教师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 

如果教师仅仅对教学内容“知道”、“会用”，往往不能够真正理解学科知识，那么输出的就是一

种形式上的传教，显然这样的教学是不足够的。只有教师全方位理解知识背后所蕴藏的真理时，才能站

在一定的高度用简明、生动、易于理解的方式让学生理解知识。一方面现在很多高校教师在教学的同时

也承担了科研任务、带领学生参加各种活动等。在进行每一个课题研究或各种活动时，就是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这个过程就是不断自我提升、不断创新的过程。通过解决一个个的问题，教师

在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的同时，也会对创新有了切身体会，才能使教学内容摆脱以理论为主、脱离实际，

使教学方法具有自主性、探究性、创新性。这样，教学与研究相统一，教师才能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知识

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理解知识体系的整体框架以及知识中蕴含的思维形式和方法，并指导学生将理论应

用于实践。另一方面，教师要深入理解创新教育的内涵，聚焦课程体系建设，开展经常性的典型经验交

流及教学培训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教师能跳出自我认知的局限，开阔视野，实现教育的不断创新。 

2.2. 理解学习科学 

提高教学水平，传统观念是教师的经验积累，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这是用正向思维理解教学。而这

个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并且往往起伏不定，有时甚至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另一方面，教学

的主体是学生，所以从学生的角度理解学习即学习科学，创新教学方法，这是用逆向思维理解教学。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学生似乎听懂了课堂讲的内容，但是遇到问题仍然不会解决；

教师感觉讲的很生动了，但是学生却没有被完全带入。学习科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人怎

样学习。所以，学习科学是联系教学和学习之间的桥梁纽带，能够使教师理解学习，从而使教学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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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机械共振的讲解为例，这一部分公式推导较多，不易理解和记忆，即使把公式推导都弄明白了，

感觉对共振的理解也是很抽象，而且容易忘记。从学生的角度入手，首先我们引入这样的情景：某人说

的一句话引起你的共鸣，你会对此产生一些想法、举动等，就像上了抖音热搜的“知识付费了 4 袋大米”，

这就是“思想共振”了；走方阵时，响亮的口号，整齐的步伐，会让队伍中的每个人精神抖擞，让人不

自觉地跟上队伍的步调，这也可理解为“精神共振”。再去理解机械共振：每个物体有自己的结构，这

个微观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它对外界的“感知能力”不同，当外界给予的激励频率与系统的固有频率相同

时，我们看到该系统的外在表现形式为振幅增大，我们给这个现象起个名字即共振。有了这个结合自身

体验式情景的形象理解，再去理解共振理论及其应用，就不会那么生涩了。因此理解学习科学，教师能

够迅速成长，更好地开展教学。 

3. 将创新思维融入课堂教学 

3.1. 类比思维的运用 

类比法揭示了自然界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当人们遇到陌生事物时，促使人们主动去思索

熟悉事物与陌生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深刻地认识新事物，甚至利用这些关系创造出新的事物。因

而，类比思维作为创新思维的一种，在我们的生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

我们以物理学中振动概念的学习为例，体会一下类比思维在物理学习中的应用以及在我们生活中的使用，

经过这个过程的学习，相信会为学生的思维创新打开一扇门。 
振动是物体的一种常见运动，而简谐振动是振动中最简单、最基本的振动，理解了简谐振动，通过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可以进一步理解复杂的振动。根据简谐振动的运动特征，可以用振幅、周期、相位

来对其进行描述。其中相位是描述简谐振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物理量，由于其抽象性，在应用过程中往往

学生的脑海中就只剩下它的数学概念——角度了，这对后面波动问题的理解很不利。物体的一个运动状

态由位置矢量(简称位矢)、位移、速度、加速度这四个物理量共同确定，只要有一个量变化，则运动状态

就不同。为了更好地理解物体的运动，我们可以把一个运动状态，想象对应为一个人的相貌，决定运动

状态的位矢、位移、速度、加速度就像一个人的外貌特征(如眼睛、鼻子、眉毛等)一样，每个人的相貌是

不一样的，因此相貌就是人与人的一种区分方法。相位，从字面理解即相貌、位置，与简谐振动物体的

运动状态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运用形象思维，想象在一个周期内简谐振动物体的每一个运动状态，对

应一个相貌即相位。假设在一个周期内，简谐振动物体有 10 个运动状态，即对应有 10 个相貌(相位)。对

于位置不同，相位不同，好理解，但是位置相同，相位不同，很多同学不太理解。比如，物体位于 x = 0，
速度分别是大于零和小于零，这两个运动状态对应的两个相貌，就像一对双胞胎，虽然长得很像，但是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速度)的，因此相貌(相位)不一样。实际上，在上面理解相位的过程中，我们用到的是

类比的思维方法，即利用我们熟悉的事物与新事物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可以是表层或深层次)，帮助我们快

速、准确、深刻地去理解新事物。 
在日常生活中，类比的思维方法应用得非常广泛。如张同学说想玩篮球，理由为身边的同学都在玩

篮球。此时张同学就是把身边的同学作为类比的对象，为什么呢？我们在做类比的时候，会不自觉地选

取自己熟悉的、条件和自己相似的人；如我们在刚使用微信时，对于这个新事物，不用仔细研究它的使

用，我们不知不觉中会类比 QQ 的使用，它的常用功能不用学，自然就掌握了；许多应用小程序的使用，

如抖音、快手等等都类似，会用其中一个，其他的也就触类旁通了；2022 年 1 月 5 日，在比亚迪汽车品

牌主办的比亚迪汽车设计大赛中，沈阳理工大学赵宇同学提交的作品《DRAGON RACER》获得一等奖。

赵宇同学的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其小时候看到的驭龙少年动漫，他将车主和汽车与少年和龙进行类比，

少年与自己的龙一起长大，车主与车一起生活，其炫酷的外形，生动的设计理念，让人耳目一新[5]。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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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每个人成长的环境、感兴趣的点都是不一样的，在具体运用类比时，选择自己熟悉的事物进行类比理

解。自然界是最好的老师，其中孕育无穷无尽的知识，事物的运行规律是相通的，我们属于大自然的一

部分，那些对我们有深刻印象的事物、经历、美好的瞬间等等，都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源泉，从这个

角度来看，我们要让这个源泉内容丰富，多和自然界沟通，建立多个通道。实际上我们纵观科学发展的

历史，不难发现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大都是运用类比的高手。仅仅考察数学和物理两个学科，可以

看到在历史上的一些伟大时刻，类比都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些角色有时显而易见，有时深藏不露，

正是在类比的引导下，爱因斯坦在 1905 年提出了“光是由粒子组成”这一假说[6]。 

3.2. 各向思维的灵活运用 

一个物体处于立体的空间中，当我们看它时，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去看，即视觉是有方向性的。实际

上，思维作为我们大脑的活动，可以理解为一种运动形式，也是有方向性的。对思维的分类标准是不唯

一的，如果按照思维的方向分类，可以分为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发散思维与集中思维、横向思维与纵

向思维等[7]。这里我们从两个物理问题中体会各向思维的创新运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道例题：一质量为 m = 10 千克的质点沿一直线运动，受一变力作用，力随时间的变

化如图 1 所示，若质点出发时的速度为 1 m/s，则 t = 8 s 时速度是多少？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of force changing with time 
图 1. 力随时间变化关系 
 

这道题考察的是动量定理的运用。在力的作用下，求速度，我们容易想到，如果能计算出冲量，则

应用动量定理即可解决问题。但是，这个变力的冲量直接计算，需要把各个时间段内力随时间变化的函

数关系得到，显然这样很麻烦。换个角度想，冲量的物理意义是力在时间上的累积，数学上就是积分计

算，这个积分即是力随时间变化图像上，曲线下面包围的面积，结合图像，不难发现，这个面积很好算，

就是求梯形的面积，核心问题就解决了。生活中，我们用眼睛看一个物体，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

同的图像，只有我们从各个角度认识了物体，才是全面的认清了这个物体，以后不管该物体哪个角度的

图像出现在眼前，我们都能认出来。我们的思维也是一样的，如对于“二舅”刷屏网络而走红后，不同

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全家人哭了一场，有些网友认为太治愈、精神力量强大，而有些网友认为这是升

华了苦难等。对于同一个“二舅”，不同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不同的思维视角所致。同样遇到

一个问题，需要从各个角度去思考，才能全方位、立体地理解这个问题，而这个过程就需要大脑从不同

的方向反复地训练，形成思维的惯性，就像物体具有惯性一样，这样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大脑就能

沿着之前的路径快速、准确地做出反应。 
再来看一道题目：一束自然光自空气以某一入射角射向玻璃(已知水和玻璃的折射率分别为 1 和 1.5)，

若反射光为线偏振光，则入射角为多少？这个题的关键点在于反射光为线偏振光，根据布儒斯特定律可

知此时入射角即为布儒斯特角，所以这个题就是从逆向思维对布儒斯特定律的考察。正向思维与逆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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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是相对的，同时也是相辅相成的，让我们的思维偶尔改变一下方向，可以很快速地解决问题，有时甚

至会获得一些创新性的成果。如电能生磁，反过来磁能不能生电？在这个逆向思维的启发下，经过一系

列实验法拉第证实了磁能生电！ 

4. 创建利于创新的校园环境 

我们学习各科知识最终要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创新不分年龄、不分大小，时时都是创新

之时，处处都是创新之地。要创新，首先得有问题，带着问题才能有目的性地去思考，才有可能在某一

瞬间有了解决问题的灵感。大学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从各个学科的学习中体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即思维

方式，而不是记住几个公式，几个概念，这个思维方式对我们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是培养创新人才素质的重点。校园是学生生活、学习的大环境，当学生明确了学习目标以及参加某些活

动的价值，并感知到周围环境的熏陶时，积极主动性就会增强，所以良好的校园创新环境是学生进行创

新创造的基本动力源。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内外实践活动，学校应建立健全各种激励机制，这样

学生才能积极主动进行创新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更好地将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提升个人能

力的同时也容易找到真实的存在感。物理实验竞赛是和大学物理教学密切相关的实践活动。我们以物理

实验学术竞赛中的一个题目为例，体会在实践中如何训练我们的创新思维。不沉的圆盘，即当水流垂直

冲击金属圆盘盘面时，金属圆盘能漂浮在水面上。首先运用物理原理，通过集中思维分析可知，圆盘能

漂浮在水面上只有一个条件：即上下表面受力平衡。而金属的密度比水大，所以圆盘受到向下的力必然

大于向上的力，它将下沉，则问题转化为怎么能提供向上的力与重力平衡呢？利用发散思维，先从理论

上分析影响圆盘漂浮的因素，如材料、圆盘有(无)孔及孔的位置、圆盘面积、水流速度等。再通过实验逐

一去验证，根据实验结果，利用集中思维进行理论分析从而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很好地将

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即训练了学生集中思维、发散思维的能力，同时也能从这些活动中找到自

己的真实价值感，不至于把时间浪费在游戏、手机等虚拟世界里。 

5. 结语 

创造力是社会竞争的关键，而创造力的核心是创新思维。在物理学习中，我们应该注重用创新思维

去理解物理问题，加强创新思维的培养和训练，这不仅对学习物理很重要，而且对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

人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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