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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9年1月，我走上了中学的三尺讲台，开始了物理教学的生涯。
　　曾记得：第一次校级公开课后，当我踌躇满志地走下讲台时，物理教研组长蒋宏涵老师从容地走
上讲台，从语言到板书，从眼神到手势，从实验到解释，句句点评令我心悦诚服。
他以事实和行动告诉我：三尺讲台，学问深长。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三尺讲台上绽放出人生的光彩。
　　曾记得：第一次我上完北京市的物理公开课后，北京市资深教育专家沙福敏老师与主管校长杨弘
敏窃窃私语“咱们学校有接班人了”，这种激励如春风化雨。
　　曾记得：我第一次在物理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后，物理特级教师洪安生对我说：“第一篇文章的
发表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重要标志。
”这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
工作感言　　带着对课堂教学的忐忑，带着对课堂教学的遗憾，带着对课堂教学的眷恋，带着对教研
工作的憧憬，我于2004年调入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从事专职教研员的工作。
　　记得：一次全市物理学科的报告会上，我做新课程理念下物理课堂教学实践研究的报告。
一位郊区的青年教师参加完教研活动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信中说：“陶老师，听了您的讲座，我
的感受很深，有种非记下来不可的冲动。
就好像有一种新鲜的血液注入了我的体内⋯⋯”看后我深感自己身上的担子太重、太重。
　　记得：第一次参加北京市基础教育教研中心下校教学视导工作，在向校长等领导的汇报中，我谈
到了物理教学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
时隔三年，一位在场的教研中心的副主任，还能将我当时说的一些话，准确无误地叙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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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中物理教学理论与实践》是由北京市物理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首都师范大学兼职硕士
研究生导师陶昌宏编写的有关高中物理课教学研究的书籍。
书中内容包括：高中物理课程的基本性质、高中物理课程的基本理念、物理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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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昌宏，男，1955年出生，北京人。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物理教研室主任。
北京市物理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首都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物理教学》编委，《中
学物理教与学》杂志编委，北京市物理学科带头人，北京市“十一五”教师继续教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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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敞开心扉第一章　高中物理课程的基本性质第二章　高中物理课程的基本理念第三章　高中物
理课程的培养目标第四章  高中物理课程的基本结构第五章　物理教师教学基本功的新内涵第六章　
物理教育教学中的“启发式”第七章  物理教育教学中的科学探究第八章  物理教学中科学思想方法的
培养第九章　物理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第十章　物理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第十一章　创设优质的
物理教学环境第十二章  实验是物理教学的重要内容第十三章　个人课堂教学案例与实录　案例一  自
由落体运动  案例二  平抛物体的运动  案例三  “机械振动”单元教学设计与实跋  第一节  探究弹簧振
子的振动周期  第二节  探究单摆的振动周期  第三节  机械振动问题解决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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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惊人。
任何一个人在学校学习的知识肯定不能享用终身。
如何使学生能够适应知识更新速度之快的未来社会呢?如何使学生将来成为能够创造性应用知识的人才
呢?如何使学生将来成为能够创造知识的创新型人才呢?我们物理教学方面能够做些什么呢?我想我们在
物理教学中，要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通过一定数量的必要的、必备的知识的学习，不仅学会这些物
理知识，还要提高学生会学知识、会用知识、会更新知识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会学、会用、会更新知识才能具有终身学习的兴趣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会学、会用、会更新知识才能具有创新性地应用知识的能力，具有创造性应用知识的能力，才能形成
创造知识的能力。
要使学生能够会学知识、会用知识、会更新知识就要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关注知识的形成过程。
　　据我的观察和了解，包括我个人的课堂教学实践也是如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在课堂上把要向学生介绍的物理概
念和物理规律，列举的典型例题，运用概念、规律解决问题时要注意的事项等等，讲得很全、讲得很
细、讲得很深、讲得很透、讲得很到位。
为了争取课堂上的时间，教师常常会替学生说、替学生做、替学生做小结。
一些学科能力强、教学基本功强的教师会把学生思维上的难点，讲得清晰透彻，天衣无缝。
以上做法从学生接受知识的角度来看效率是很高的。
课程改革的实践中我们要理性地思考和改进教学中的问题。
教师讲得好，很重要，但教师讲得好与学生学得好还不是一回事。
教师讲得好，学生不一定学得好。
教师何为讲得好?讲得多、讲得全、讲得细不一定就是讲得好。
　　教师讲得好，我认为是教师对学生的思维启发得恰当，启发得好。
学生学得好，我认为是学生真正参与学习活动，参与教学过程，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
　　没有学生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就很难使学生体会和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因此会影响学生会学
知识的能力。
　　我们设想，讲授“平抛物体的运动”的内容时，如果教师既不做演示实验，也不让学生做分组实
验，仅凭教师讲研究平抛运动的方法，讲平抛运动的规律，讲利用平抛运动规律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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