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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期
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进修学校

编 2025 年 5 月 8 日乐山市五通桥区教育科学研究室

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发展中心

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学新策略
——2025 年春季五通桥区高中物理教学研讨会活动简报

为了提高五通桥区高中物理教学质量，加强区内教师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近期五通桥中学开展了主题为“落实新课标、用好

新教材、践行新课堂”的高中物理教学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旨在

通过教学观摩、评课议课、

专题发言等形式，提升教

师应对新课改的能力，优

化课堂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区高中物理教研员谭

尚伟主持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主要由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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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第一部分：课改公开课。东辰外国语学校陈建俊老师执教选

择性必修二《4.3 势能》。陈老师通过重力做功公式推导（W =

mgℎ ）与例题演练

（如小球从不同高度

下落计算势能变化），

学生能初步掌握重力

势能的计算方法，理

解相对性概念。结合

实例（如重锤夯土、

建筑打桩机动画）直观展示重力势能与质量、高度的关系，并通

过对比动能与势能的差异，强化学生对“势能是状态量”的认知。

本堂课教学设计循序渐进，抓住了学生的思维特点，学生能由浅

到深的思考问题，得出结论，调动了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把课

堂还给了学生，改变了以前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

五通桥中学牟碧浪老师执教高三复习课《变压器、远程输电》。

本节课明确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基本关系（如电压与匝数比、功

率守恒）及远距离输电中功率损耗与电压损失的计算方法。强化

远距离输电部分升压/降压

变压器的应用及输电线路的

等效分析模型。以电磁感应

为基础，串联变压器与远距

离输电，体现知识体系的连

贯性（如变压器是电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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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输电损耗分析需结合焦耳定律）。采用“问题链”设计，

从理想变压器到实际损耗、从单一变压器到多级输电系统，层层

递进。紧扣高考考点，知识脉络清晰，实验与理论结合紧密。

第二部分：评课议课。首先由陈老师和牟老师分别介绍上课

的设计思路，接着高中物理教研员谭尚伟分别对两位老师的课进

行点评：陈老师以“功与能的关系”为主线，逻辑清晰，符合学

生认知规律。通过对比不同参考平面（如桌面、地面）下的势能

计算，有效化解“相对性”难点。例题设计层次分明，但对学生

应答要求过高，教师补充太多太细，有些问题应放手让学生讨论。

课堂练习应分阶段，及时评讲和反馈。

牟老师以生活实例引入课题，利用简化电路模型分析输电损

耗，直观展示升压降损的原理。融入典型例题，强化解题策略。

但应进一步优化动态分析的教学策略，并融入更多工程实践案例，

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针对基础薄弱学生，强化

公式推导与基础题型训练；针对学优生，引入含非线性元件的变

压器问题。

第三部分：专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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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高中物理教研员谭尚伟作了《高中物理新教材的练习题设

计》专题讲座。谭老师针对高中教学普遍存在：重视知识点和解

题技巧，忽略教材。通过对比分析近三年重庆新高考题，指出从

教材中取材的试题不少，有些试题是教材课后习题的变式或拓展，

有些是以教材探究实验原型进行改编。强调在日常教学中，教师

应该更加深入研究教材，开发与利用教材习题和各类实验，做到

教、考一致。

五通桥中学陈贵君老师作了《教、学、评一体化课堂设计》

专题讲座。陈老师首先介绍什么是“教、学、评一体化课堂”，

例举了高中物理选择性必修一《变压器》的“教、学、评”一体

化课堂设计。结合变压器与远距离输电教学内容，从教学实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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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探究与情境问题为驱动，夯实基础并拓展工程视野；学习策

略通过分层策略与系统思维工具提升解题效率；评价体系依托高

考导向与素养指标，实现精准诊断与能力进阶，从三个维度展开。

五通桥中学郎艳红老师作了《结合高考真题介绍突破电磁学

的方法》专题讲座。郎老师阐述电磁学在高考中的命题地位：电

磁学占高考物理分值 30%-40%，压轴题多集中在电磁感应、带电

粒子运动等模块。综合性强，情境新颖，数学工具要求高。提出

“从真题中提炼规律，以方法突破瓶颈”的理念。将复杂问题拆

解为典型模型，分类阐述了“单杆+电阻”、“单杆+电容”“双杆+

速度”“双杆+力”“不等长双杆+速度”等模型题的解题方法、技

巧。为高考中的电磁学部分提供了有效的复习策略。

通过本次教学研讨会，为老师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提

升的平台，促进了物理教育教学改革，增强了教师们的合作意识，

为提升我区物理教育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