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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日趋数字化和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科技创新”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国家战略时要考虑

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是由于原创性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具有重大意义。考虑到在学生受教育阶段培

养和发展其创造性思维对于提高国家的整体创造力的层次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大学物理教学过

程为例，探讨教学中创新性思维的培养过程，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培养方法。本文的探讨对于进一步深化

教学改革和创新性人才的优质培养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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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with the increasingly digital economy and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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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consider when formulating national strategies. This is because originality is of great signi-
ficance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Considering that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in the stage of education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national creativ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college physics as an example, 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of innovative thinking in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a new training method. The discussion given in this paper is of positive signific-
ance to further deepen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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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及意义 

创新驱动国家发展。谁占领了科学与科技的制高点，谁就具有国际话语权。在国际竞争日益加速的

今天，科技创新对国家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科技水平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原创力的竞争，而一个人

在受教育阶段的创造性思维的大力开发对于提高其日后所表现出的固有创造力的层次具有正面意义，因

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尽可能培养其创新性思维至关重要。鉴于其对国家发展具有独特意义，国内外有

不少学者对创新性思维的培养过程和方法进行了理论探讨。例如，王家驿[1]认为在培养低龄学生创造性

思维的过程中，可通过适当引导将学生的好奇心转换成求知欲，进而激发创造灵感。董维杰等[2]则以电

路定理教学为例，通过一题多解这种方式论述了如何培养学生的发散性创造思维。以运筹学课程教学为

例，余跃等[3]认为应通过多鼓励学生质疑及主动参与教学来培养其创新能力。有学者认为将素质教育这

一先进教学理念与多媒体教学方式相结合可为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提供具体的硬件平台[4]。迟克晓[5]介
绍了如何在高中英语阅读课程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他将“优化教学环节”和“在

各个教学环节中设计富有创新性的问题”作为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重要手段。黄志强[6]阐述了中等职业院

校政治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手段和方法。 
据我们所知，目前关于教学过程中的创新性思维培养模式已具有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然而，考虑

到各学科特点的差异性及创新人才培养方式的时代特征，我们仍需对该议题做更深入的实践研究和理论

探索。为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构架，本文提出了一套针对大学物理教学的全新的创

新性思维培养方法。本文的探索对于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和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 

2.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培养创新性思维的具体方法 

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学好大学物理这门基础课程至少有如下两点意

义：第一，可为后续其他理工科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第二，物理逻辑思维的专业训练对全面提高

学生的创新能力、思维能力和分析推理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如下方

法来进一步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一) 课前用物理现象启发学生的思考 
相比其他课程而言，大学物理课程的内容更加注重逻辑思维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原因在于人们所掌

握的大多数物理规律都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之后的逻辑推理。因此，为了充分开发学生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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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维，首先建议教师在每堂课授课之前准备一种(或多种)与本次课内容相关的核心物理现象发送到相应

教学班级的 QQ 群(或微信群、学习通等教学辅助平台)。其次，要求每位学生独立思考，就该现象的不同

侧面进行联想，提出一个或数个问题，并独立寻求问题的答案。再次，于上课前一天收集学生的问题，

进行问题整合与归纳。最后，在讲授本次课内容之前对学生的问题进行点评，对提出问题深入且解答合

理的同学进行表扬，形成引导效应。例如，在讲授杨氏双缝干涉之前，教师可将杨氏双缝干涉实验的基

本装置和“接收屏上的特定干涉条纹”的现象提前展示给同学们，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同学们进一步自主

观察出“两束同初相位的相干光干涉产生的明纹和暗纹均对称分布于中央明纹两侧，而任意两相邻明纹

间距相同”这种特征且创造性地思索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 
(二) 授课时采用追本溯源的逆向方式 
在讲授大学物理内容过程中，教师应尽量避免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在讲授大学物理课程时，建

议教师不妨采用“逆向思维”方式授课：不直接告诉学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某种现象，而经常以问题为

导向，先介绍现象，然后多分配一定时间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无疑会激发起学生的创

新思维。以光线的单缝夫琅禾费衍射为例。授课伊始，教师可先播放典型的光线衍射视频，向学生展示

一般的衍射现象及其特征，然后引导学生思考“光线为何会发生非直线传播”这一关键问题。又如热力

学第二定律的学习。教师可事先给出几种与热力学方向性有关的自然现象，让学生深入思考。比如，一

棵树为何只能从树苗长成参天大树而不能从成年大树变成树苗？一个完整无缺的杯子被摔碎之后，无论

如何也回不到原来的状态，这是为什么？热量可以自发地从物体的高温部位传向其低温部位，为何相反

的过程却没人过？通过这类专门的训练，学生的原创力会得到稳步提升。 
(三) 课后引导学生对生活现象做发散性思考 
建议教师在一次课程内容讲授结束后，给学生布置一道特殊的课后作业，即还有哪些生活现象可以

用这一节课学到的理论知识和规律来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比布置几道平常的课后习题有意义得

多。这是一种创新意识培养的进一步扩散。部分同学可能会惊奇地发现自己所学的规律竟然能解释教材

上没有的现象，进而自信心大增，学习兴趣更浓。而兴趣的产生往往会进一步激发创造性，从而形成良

性循环。以简谐振动为例。在学习了简谐振动的动力学方程后，学生可能仅知道弹簧振子等少数典型的

实例。这时，建议教师引导学生进一步留意生活中其他的周期性变化现象，并鼓励学生通过动力学分析

确定该现象是否可近似看成简谐振动。这种探索行为既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所学内容，也能在无形中

开发其创造性思维。 
以上这套培养创新性思维的方法既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也在无形中不断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从而可达到稳步提高学生原创力的目的。 

3. 结束语 

俗话说，教师的本职工作是传道、授业与解惑。这话固然没错，但是，仅仅做好文化的传承在当今

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力实施过程中。为更好地适应国家的战略需求，教师们

应比以往更加重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本文以大学物理教学为例，从理论上分析了如何进一步在

教学过程中挖掘和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给出了具体的创新性思维培养方法。如何将该培养方式推

广到其他门类课程的教学中以及如何进一步激励学生自主开发自身的创造力，将是我们今后要重点探讨

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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