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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a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chool physics 
models. Firstly, a brief introduction was given to the common types of high school physics models, including material models, state 
models, process models, etc. The value of constructing high school physics models was analyzed, such as reducing students’ learning 
pressure and ass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core competencies. Subsequently, starting from teaching practice,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high school physics model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students’ difficulty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 of physics model construction and teachers’ limited application of physics models, ultimately limiting the value of physics 
models in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Finally, some high school physics model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aiming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hysics models with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unleash the teaching guidance value of 
physics models, and enhance students’ physic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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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升高中物理教学水平，通过对高中物理模型的建构进行了分析。首先，简单介绍了高中物理模型常见的类型，常见
的物理模型包括物质模型、状态模型、过程模型等，分析了高中物理模型建构的价值，比如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助
力学生核心素养能力培养等。随后，从教学实践出发，分析了当下高中物理模型建构以及教学存在的问题，包括学生难以
参与物理模型建构过程中，教师物理模型应用方式单一等，最终限制了物理模型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价值发挥。最后，提
出了一些高中物理模型建构及教学策略，旨在促进物理模型与高中物理教学深度融合，发挥出物理模型的教学引导价值，
提升学生的物理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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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模型既是高中物理知识内容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也是学生进行物理学习以及教师教学重要的辅助性工具。在

开展高中物理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构建物

理模型，并在教学中加强物理模型的应用，减轻学生的学习

难度，帮助学生解决各种物理难题，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更好地发挥出物理模型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辅助价值。

2 高中物理模型常见类型

高中物理模型是对物理知识、规律以及相似问题的整

合，集中体现了物理核心思想，通过物理模型，学生能够对

物理知识、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帮助学生更好地解决物理

难题，提升学生的物理学习效果。高中物理模型常见类型包

括以下几种：

①物质模型。物质模型又分为实体物质模型与场物质

模型。前者是指基于物理研究需求，将客观的物体进行理想

化处理的模型。其中最典型的为属于力学模型中的质点，质

点就是将物体客观存在的形状、大小等抹除，突出质点的质

量、坐标等，以此来完成物体的理想化处理，便于解决各种

物理问题 [1]。除了质点以外，理想气体、点电荷、轻质弹簧

等均属于实体模型的一种。后者指的是空间场物质模型，在

电磁学中比较常见，比如匀强电场、匀强磁场等。

②状态模型。状态模型具体是指能够表征实体状态的

一种物理模型。例如，在原子结构中，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

描述电子运行所处的能量高低轨道基态与激发态便是典型

的状态模型。又如热力学的气体平衡状态、准平衡状态等也

属于状态模型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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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过程模型。物体在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可以描述其

中遵循的物理规律，通过将物理运动过程进行理想化处理，

便于进行物理问题的研究，这种理想化处理的过程便是过程

模型。例如物体匀速运动、抛物运动、简谐运动等，上述运

动在实际生活中一般均有复杂的运动场景、过程，将上述

复杂的场景、过程进行理想化处理后便可以获得物理过程

模型。

④问题模型。将相似的问题进行整合、简化，形成解

决物理问题的一般方法，总结解决相似问题的思路、规律等

便可以形成问题模型。常见的有“小球碰撞问题模型”“人

船模型”“双星系统”等。

3 高中物理模型的建构价值分析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通过构建物理模型，价值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点：

①有利于降低物理教学难度，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从

现实情况来看，很多高中学生认为物理知识抽象难懂，学习

理解较为复杂，很容物理规律、现象等也很难模拟再现，所

以学生实际学习理解比较困难，最终影响了高中学生的物理

学习效果 [2]。在实际教学时，通过构建物理模型，可以完成

抽象物理知识转化，使其以更加具体生动的方式展现在学生

面前，加深学生对核心物理知识点的认识与理解，从而降低

教学难度，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②培养学生科学思维与探究能力。在高中物理教学中，

通过为学生创造与物理知识相关的物理模型，可以引导学

生通过物理模型进行深度探索分析，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探

究能力。与此同时，学生在探索物理模型的过程中，自身的

科学思维也能够得到有效的培养与提升。学生遇到复杂问题

时，能够主动能够通过构建和使用物理模型来进行分析和解

决，将复杂的问题化繁为简，整合各种问题条件，顺利找出

解题的关键，通过物理模型有效拓展自己的思维广度与深

度。从中可知，高中物理模型的建构是培养、提升学生思维

能力的有效方式。

③物理模型建构能够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在当前的高

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一大教学目标。但学

生只有先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才能有动力进行创新实践，

有效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在高中物理教学中，通过加强物

理模型的应用，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究其原因在

于，物理模型的应用并非一成不变，有时需要进行模型转化，

同时在物理模型的支持下，学生能够有意识地区分主次要条

件，透过表象抓住本质，开阔学生的认知视野，从而可以有

效地引导学生通过创新进行问题解决，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为后续创新能力培养提升创造有利条件。

④高中物理模型建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物理核心素养包括科学态度与责任、实验探究、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等内容。要求学生在学习物理的过程中，除了对理

论知识进行学习，还需要不断累积经验，解决实际问题。在

物理模型的支持下，可以让学生从物理视角出发，认识外在

的物质、运用以及相互作用，形成成熟的物理观念。同时，

在应用物理模型的过程中，学会也会形成科学思维，充分地

认识物理规律，完成对物理知识的思考、推理认真，形成科

学思维。

4 高中物理模型的建构及教学现状

从高中物理模型建构以及教学现状来看，主要存在以

下几点问题：

①在高中物理教学中，虽然很多教师充分认识了物理

模型建构的价值，但在具体应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为学生

直接提供相关的物理模型减轻自身的教学难度，没有引导学

生参与物理模型构建过程中来，导致学生对物理模型缺乏深

刻的认识与理解，难以通过物理模型深入掌握其中的物理知

识与规律，限制了物理模型价值发挥。

②当前一些高中教师在应用构建的物理模型过程中，

往往将其作为自身教学的辅助工具来使用，通过物理模型，

降低物理知识的抽象性，整合物理知识规律，提升学生的物

理学习效果。但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引导学生主动利用物

理模型解决学习方面的困难与问题，导致学生没有意识到物

理模型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习辅助工具，在日常学习的过

程中，也可以应用物理模型解决学习困难，从而逐渐失去了

物理模型应用的意识与动力，最终影响了学生的物理学习效

果提升。

③通过上文叙述可知，高中物理模型类型多变，不同

的物理模型对应的场景有所不同。在实际开展物理教学时，

需要结合实际教学内容变化，自由灵活地转变物理模型，才

能助力物理教学工作顺利开展，提升教学效果。但一些高中

教师在实际应用物理模型开展教学时，模型应用方式比较单

一，整个教学过程往往运用单一的物理模型，没有结合实际

教学情况，完成对物理模型的转换，从而限制了物理模型应

用的价值。

5 高中物理模型的建构及教学策略

5.1 引导学生进行物理模型建构
物理模型建构的过程也是建构者对物理知识整合、分

析应用的过程。所以，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应用物理模型，需

要教师引导学生参与物理模型建构过程中来，更有利于提升

学生的学习效果。例如在开展万有引力定律相关知识点教学

时，由于涉及公式较多，学生进行知识梳理、理解难度较大，

所以，教师可以尝试引导学生参与物理模型建构过程中，减

轻学生的学习压力。教师可以创设如下问题情境：在初中阶

段，我们已经知道了采用天平测量物体质量，但关于地球，

又该如何测量它的质量呢？通过上述问题情境创设，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教师可以趁热打铁，引

导学生回顾已学的知识，为后续模型构建奠定基础。例如，



78

教育研究与创新·第 01卷·第 03 期·2024 年 08 月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以往所学的行星运动、万有引力定律等知

识，随后提出更深层的问题：根据月球围绕地球旋转等现象，

分析如何计算地球的质量？随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主整

理数据，完成结果计算，最终归纳出万有引力定律以及相关

应用等方面内容，完成模型的构建。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教

师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沟通交流分析，共同配合完成模型

的构建与展示，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对万有引力知识的深入探

索与掌握，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5.2 促进学生借助模型解决问题
高中物理模型不仅是教师的教学辅助工具，还是学生

重要的学习工具。所以在高中物理模型构建以及教学方面，

需要教师促进学生主动借助模型解决各种问题。例如，在开

展动量守恒定律知识教学时，由于该定律知识内容较为抽象

难懂，所以需要借助模型才能更好地理解定律知识，提升学

生的学习效果。其中人船模型是动量守恒问题典型的物理模

型。所以，教师可以通过应用人船模型，引导学生了解、掌

握动量守恒，解决学习难题，还能够有效巩固力学运动过程

分析的能力，并能够在后续学习过程中应用对动量守恒解决

问题。教师可以创设问题情境，通过利用多媒体技术，为学

生播放一段人从船头走到船尾的视频。随后教师可以带领学

生回顾已学的知识，如回忆之前所学的力学运动中相关的知

识与动量概念知识点，随后结合播放的视频，提出关于系统

动量的情境问题，即人从船头走到船尾，船相对于水面移动

的距离，引导学生思考，完成对动量守恒知识点的初步认识

与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人船典型的物理

模型：船浮在水面上，质量为 M，船身长度为 L，人站在船

上，质量为 m，让人通过从船头走到船尾，若不计水的阻力，

分析人和船相对于水面移动的距离？学生根据上述模型，通

过合作讨论分析，明确人在运动过程的初末状态，并画出示

意图，分析人在走动的过程中，船处于什么状态？随后教师

引导学生结合人才模型，完成受力分析、运动分析，最终深

入地理解动量守恒定律，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5.3 通过模型变换提升学生能力
高中物理模型类型、数量较多，在实际应用时，需要

结合实际教学内容，通过自由的模型转换，才能更好地发挥

出模型引导、指示的价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物理

知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模型的转换，引导学生深

入探索分析，也能够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力。例如，在开

展动量守恒定律知识教学时，教师可以先为学生播放一个台

球碰撞前后视频，引导学生分析如何通过物理模型描述台球

运动的状态，如有的学生提出通过采用构建物质模型，将台

球视为质点，分析台球碰撞前后的速度、动量等物理量的变

化。随后，再分析台球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状态，完成状

态模型的构建 [3]。通过上述引导学生进行模型的转换，可以

有效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助力学生

核心素养能力提升。

除了通过创设相关教学情境完成模型转换以外，教师

还可以引入“类比与假设”的思想，完成模型的转换教学，

如在开展“静电场”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二者的相似性，

引导学生在“重力场”基础上，完成“静电场”的模型转换，

顺利掌握在静电场中求解电荷受力、电势能等问题的方法。

比如在模型转换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复习重

力场有关的知识内容，如重力、重力势能、重力做功与重力

势能变化的关系等相关概念以及表达公式，帮助学生熟悉重

力场模型，随后再引入静电场，类比重力场模型，完成静电

场模型的构建转换。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提出关于电荷在

静电场中的运动问题，引导学生利用与重力场类比后的模型

进行分析，将电场力类比为重力，电势能类比为重力势能，

以此来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提升学生关于静电场的学习

效果。

6 结语

总之，物理模型的构建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价值，需要教师在充分把握物理模型的基础上，深刻

认识物理模型的建构价值，结合当前在物理模型建构以及教

学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策略，促进物理模

型建构以及深度应用，更好地发挥出物理模型的价值，助力

高中物理教学质量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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