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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名刚走上中学物理教学岗位的新教师来说，热情饱满，精力充沛，但是缺乏实践教学经验。在专

业化成长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针对不同的问题，既需要个人的自主实践探索，也需要外界的帮助引导。

通过对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的状况和影响因素的分析，理清教师教育科研素质和专业素

质的定量关系，这对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要加强新课程的教学观

念，增强教师的科研意识；开展理论研究，为教师的教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解决中学物理教师专

业化成长中遇到的问题，能有效激发教师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缩短新教师专业化成长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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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eacher who has just embarked on the position of teaching physics in secondary schools, 
I am full of enthusiasm and energy, but lack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pro-
fessional development, I will encounter different issu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both individual 
autonomous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external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are needed. By analy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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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evel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 clarifying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
nificance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concep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and enhance teachers’ awaren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nduct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eachers’ educational research. Ad-
dressing the issu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school physics 
teachers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eachers’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shorten the cycle of new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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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讯科技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作为一名新进

入中学物理教学岗位的教师，更需要更新观念，转变角色，掌握专业知识，提高教学技能[1]。在教育改

革与发展中，主要的任务是培养人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教师的专业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新课程改革全面深入的实施，教师专业化既是一种成长，也是一种终身学习，更是一种不断实践、

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自觉追求[2]。本文主要针对任职期间遇到的问题及处理对策进行研究以及一些探

讨。 

2. 当前中学物理教师专业化成长中的问题 

2.1. 教师专业化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到 2035 年，

我们要显著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专业化和创造力，为全国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几十万名优

秀教师和数以万计的教育家。”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是教育界的一个永恒主题，它通常要经过“新手”、

“熟手”、“骨干”甚至“专家”等几个阶段[3]。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按照自己的职业特征和职业需

求，进行特殊的职业培训与职业训练，拥有与之相适应的职业培训机构与职业水平等保障体系，并取得

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2]。这就使得教师工作日益发展为一种高复杂性的创新劳动，也是一种无

法取代的、有其特殊职业特征的专业活动。 
这标志着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下，中国步入一批名师辈出、人才辈出的

新时期。在这个时代来临之前，我们急需提高教师的专业化和创新发展水平和能力，让他们成为一种有

价值的教育资源，这是一条社会发展的智慧之泉，充分发挥教师的师德模范、师德楷模、榜样辈出的作

用，培养出未来发展的强军，为推动一个又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积蓄着蓬勃的动力[4]。近几年来，随

着教师培训周期的确定，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教师资格的定期登记[5]，在管理上促进了教师专业化的

发展。教师专业成长是指教师在自身的教育理念、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发展动力等方面通过内外因素

的影响而不断提高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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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自觉的、不断的、系统的过程，要在“终身学习和持续发展”[6]的理

念指导下，对自己的专业发展目标进行合理的规划，通过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掌握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

与技巧，从而使自己的专业观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合理规划”和“多元学习方

式”的提出[6]，要求我们必须在原有的教学模式下，充分利用政府的力量，激发教师的专业发展积极性。 

2.2. 存在的问题 

(1) 新老师无法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笔者成为八年级物理教师之后，作为一个新老师，很热爱这个职业。笔者想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同

时也能为教育事业尽一份力。在进入新的工作岗位时，面对学生笔者认真负责，当然学生也特别欢迎这

个新教师的到来，不仅课堂气氛很活跃，课后问题的同学比较多，作业能按时完成，而且完成的质量可

观。随着第一次定时训练的开展，同学们学习上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从定时训练的结果分析，显而易

见，笔者的教学及教育管理经验欠缺，教学技能有待提高，教学模式尚未形成，教学机制尚需培养。再

结合其他资深教师的点拨，发现最突出的问题在实验这一部分，物理学是一种基于观察和实验的科学，

所有的物理学都是基于观察和实验，经过仔细的思考而得出的，而同学们在实验这个部分问题较大。 
(2) 物理实验容易被轻视 
中学物理的学习从八年级开始，在语数外的光辉下，许多学生轻视物理学科，不把物理放在心上。

更多学生学习物理也只是为了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并没有理解到我们为何要学习物理。八年级的物理

来源于生活，可以解释生活中的一些“奇妙”现象，比如光的色散形成了彩虹，原理大家都能记住，但

是让他们回家自己根据原理进行小实验便无从下手了，更多的学生认为与考试无关不想涉及。目前，我

们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机器，所以还是得加强实验在物理学科当中的

地位。如果不能重视实验，那么物理学习将永远停留于表面。 
(3) 面对学校环境存在的问题束手无策 
在物理学中，实验是很重要的，但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的局限，无法开展学生实验，只能由教师演

示实验。不仅是笔者所带领的四个班级如此，我发现整个年级的问题也在实验这一板块显得尤为突出。

进行学生实验，教师演示实验的效果不佳，学生看了就忘，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对于新

教师而言，遇到此类问题更是束手无策，不知从何处着手解决学校自身存在的问题，以便让学生能够充

分领略实验的魅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4) 部分教师素质有待提高 
笔者发现不仅学校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教师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会更多一些。研究发现，部分教

师不仅教学水平不高，教研素质更不乐观[7]。教研素质包含了教育研究意识与教育研究能力两个方面，

与其它相同维度的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相比较，教师的教学研究质量较差。有些教师的教育研究意识薄弱，

要想真正走出“教书匠”的固有形象，跻身于研究型教师之列，就必须树立一种浓厚的教育研究意识。

再加上目前中学阶段强调创新教育，而部分教师固步自封，不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还是在用几十年前

的教学手段应付教学任务[8]。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对教师的期望，都是造

成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原因。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教学，正确地对待学生。 

3. 专业化成长问题对策 

(1) 师徒结合，解决新教师理论与实践结合难题 
中学采取“师徒结合”的教研模式，每一位新教师都有属于自己专属的指导教师，并且会进行为期

两年的师徒考核。考核的方式主要是：每个月月底检查师徒二人的教案情况，查看新教师、指导教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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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完成任务，为青年教师的教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检查听课记录，不仅是要求青年教师主动向指导教

师学习，也要向身边优秀教师学习，对听课的次数有定量的要求。要求师徒二人必须同时参与教研活动，

并且对青年教师的展示课进行集体备课。要求青年教师多参与教研活动，主动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帮

助青年教师专业技能快速成长[6]。提高教师的教育科研意识，深化教师对科研的认识与理解，提高教师

对科研规范的理解与把握。在师徒结合的过程当中，新教师可以向资深教师请教学习，通过在资深教师

课堂的听课学习，反思自己的教学课堂，从而更容易抓住教学的重难点，解决新教师无法将理论与实践

密切融合的难题[9]。 
(2) 提高实验在物理学科中的地位 
强调物理实验的重要性，不仅要在学生面前强调实验重要性，更要在新老师培训当中强调实验的重

要性[10]。对于初二阶段的学生而言，新加入的物理学科，在他们心中并不是很重要，可以因为语数外任

何一个科目占据学习时间而放弃物理，我们不仅要强调物理实验的重要性，更要表明物理的重要性。对

学生强调解物理实验的重要性，物理是实验基础的科学，物理的定义、定理定律都建立在大量的实验和

实践的基础上[11]，因此学好物理，实验是必不可少的。笔者利用一节课的时间给学生做了一个物理实验

专题的课，包括介绍历史上物理学家实验发现物理规律的事例，义务教育阶段的物理课程教育不仅应注

重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训练，还应重视在课程中纳入物理科学的历史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

响，在此利用历年来物理学家兢兢业业的精神唤醒学生学习物理的热情。讲解物理实验探究的方法及例

子，介绍有趣的物理小实验活动，让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周末回家自制物理实验小道具，加深物理知识点

在学生头脑中的印象。例如，在进行“光沿直线传播”知识讲解时，光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难显现，

所以我们自制光路显示器。所谓的光路显示器就是烟雾装到透明的矿泉水瓶子里，从而产生我们所谓的

“丁达尔效应”，以此来显示光路，让学生知道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如果不进行实验，这些理论知

识永远只能装在学生的脑袋里，无法与我们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3) 直面学校实验环境，创新实验教学方式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物理实验必不可少[11]。既然学校环境一时难以改变，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

对实验进行细致的设计，使学生多做实验，对学生进行实际的引导，让学生在实验中“动眼动手动脑”，

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升他们的物理素质。要使实验更好地为物理教学服务，使学生在实验中获得知

识、发展能力、养成优良素质。同时，在教师专业化的过程中，笔者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不

断的磨练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刚入职的新教师必须要完成的。 
用课堂小实验启发学生开动脑筋，通过利用教室的器具显示光路，再加上学习“漫反射”知识之后，

有部分同学联系生活想到了用粉笔灰的形式展示光路。学生讲述：在爷爷奶奶家做家务的时候，无意间

发现阳光有了形状。考虑到家庭特殊的环境，于是发现好像和灰尘有关，于是联系到了课堂上有的粉笔

灰，通过粉笔灰来展示光的形状。这一想法成功激起学生的好胜心，不断涌现出特别的创新小实验。在

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应用中我们涉及到了照相机、投影仪和放大镜的成像原理。在课堂中，教师理论讲解

教室投影仪的内部结构，成像原理是： 2 , 2f u f v f< < >  (u 为物距，v 为像距，f 为焦距)，满足这个条

件便可以成倒立、放大的实像。学习原理之后，学生回家利用家里纸杯、手电筒、自制幻灯片以及爷爷

的老花镜等器具自制家庭迷你版投影仪，并带到学校与同学分享自己的成果，激起家庭小实验大比浪潮，

鼓励学生开动脑筋利用基础知识探索物理世界的奥妙。 
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实验。很多时候，因为学校条件不足或者教学进度太慢，学生都没有进实验室操

作的机会。因此，在做演示实验时，尽量让学生参与进来。例如，沪科版教材第三章，有关声音的产生

与传播的实验中。在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实验当中，让同学轮流敲击音叉，还让他们触摸音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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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以及在将音叉震动放大中，请学生自己上讲台动手操作，这样可以让学生明白这个实验如何操作，

更加清晰直观，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还能加深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掌握。除此之外，我还鼓励学生自己

在生活中做一些小实验，比如用乒乓球与音叉制作振动放大器等，不局限思维，让学生们任意发挥与想

象，往往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改变实验教学的方法。在做实验时，我忽略对学生观察实验方面的引导，只顾自己讲解清楚。观察

是实验的第一步，也是创新的前提。以沪科版教材第五章测量物质密度为例，在探究物质密度之前，学

生学习了天平，量筒的使用方法，而这一节实验课就是让学生使用天平和量筒来测量物质的一种特性—

密度。在这里，就需要引导学生： 
a) 如何测量物质的质量，如何测量物质的体积。 
b) 观察相同物质，不同物质的质量和体积有什么规律。 
c) 实验中误差来源以及误差对实验的影响。 
适时对学生进行指导实验现象进行观测和分析，培养学生的实验观察、分析能力，是实验当中的重

要环节。在实验教学中，有目的地进行训练，逐渐养成了学生较好的观察心理素质和观察分析能力。在

进行演示实验或者是指导演示学生实验的时候，要采用标准化的操作方式[12]，用简单合适的语言和文字

说明，将实验进行精确地展示出来，这样学生在进行实验的时候，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最后，在对于条件实在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仿真实验的模式[13]。物理仿真实验现象直观、

实验清晰、种类多接近生活经验等优点，物体从最简单的物体到容易理解的长方形，再到理解难度大一

点的三角形，整个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4) 提高教师教育素质，重视教师教育研究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颁布，标志着教育部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进行全面、系统的建设。

因此，在新课标中，教师必须落实课程理念，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因此，教师应从根本上改

变不符合新课程标准的教学方式和方法[14]。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新课标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新

课标的需要。这就需要老师们注重反思与研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学习，在反思学习中不断地进行研究，

使教师形成“工作、学习、研究”三位一体的规范化目标，从而培养出现代教育中的教师职业情感。工

作之余，不能静下心来读书，对教师来说也是一大难题。教师要把握机遇，不断丰富自我，在教学过程

中，要坚持理论探究与时代同步发展，突破学科界线[8]，推动职业能力的提升，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

教师要制定并实施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和别的老师多沟通，学习别人的长处，

学会主动参加各类课程的训练，多动脑筋。此外，教师还要积极主动地接受新的教育思想、观念，不断

丰富自身，培养终生学习的职业道德。有研究能力的教师常常对教育研究非常的看重，他们觉得，教育

研究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已经习惯并且自觉地站在科学研究的角度去看待所有的

教育教学现象和问题，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对教育现象的原因和性质进行分析和说明。 
为保证教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和高效，学校制订了一系列的制度。建立专业学习制度，每周安排一次

学科小组活动，相互讨论，对近期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2]。建立“听课研究制”，让老师们在课

堂上进行探讨，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建立教研评价平台，通过培养“写笔记”、“说

研究”等一线教师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开展教研活动，从教师的视角审视教研经营、评价，引导教师

走向快乐的教研道路。为保证系统的实施，学校要对其进行日常化的考核，并坚持民主化、多样化和不

定期的原则，使新教师的教学和教研意识和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8]。总之，无论是新教师还是资深教

师，都是一名新时期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面对的挑战都是很难预料的，而且也没有任何一种指导方针可

以适用于每一个地区，老师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个人专业能力的发展状况来评估和分析个人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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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间的关系，制定未来的发展目标，从而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专业化发展，更好地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4. 结束语 

教师在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许多的难题，重要的是我们面对难题能够有一颗不动摇的决心，遇到问

题解决问题。教师的自我反省、自我评估、自我重塑是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必经之路。唯有不断提升教师

的专业化素养，我们才能更好地成长起来，这样，我们就能把忘我的工作态度和无私奉献的工作热情，

转化成为国家人才而奋斗的责任感，时刻让平淡的教育和教学生活泛起一道优美的涟漪，持续地诠释着

教育生命的光辉时刻，从而体会到“教师”这一平凡的头衔所蕴含的沉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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