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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名游客昨畅游溪口雪窦山

新高考物理科目难学受冷落，到底该怎么学？

我市各校的物理大咖传授秘诀
新高考选考了物理，就可以选择高校的九成专业；但是在我市各所高中，却因为种种原因，学生选择时冷落了物理。
新高考下的物理课有些什么趋势？被称之为“最难学”的物理可以怎么教？近日，宁波神舟学校大咖云集、新锐齐聚，

宁波市高中物理第十届特级教师跨区域带徒活动在神舟学校举行，近五十位物理老师通过物理课堂教学的“同课异构”，
组织了针对性的教学研讨。

游雪窦山，吃素食；逛美丽乡村，看红枫……
昨天早上，载着106位游客的大巴车驶向奉化溪口
雪窦山，车内的游客是宁波晚报旗下“宁波乡村旅
游”微信公众号联合溪口雪窦山风景名胜区管委
会、奉化中国旅行社、雪窦山风景区精心打造的“记
者带您走溪口”活动的首发团游客。

此次首发团为“一日游”行程，上周开始报名
后，记者和奉化中国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接到了数千
条报名信息。此次名额有限，最后只能按顺序选了
前106名报名的游客。

昨天早上8点多，记者来到铁路宁波站附近的
发车点时，已有不少读者带着父母在此等候。这
100多名游客以家庭组合为主，其中不乏一家七口
这样的大家庭。游客们的年龄跨度也很大，最年长
的已有80岁，最年幼的小宝宝还在妈妈肚子里。

经过1个小时的路程，大巴车缓缓驶入雪窦山。
此时，山上火红的红枫点缀着绿色的山林，眺望远处
的亭下湖水库碧绿的湖水，令人心旷神怡。雪窦寺内
建筑雄伟，引人入胜，寺外古木参天，别有一番风光。

今年80岁的王可江是这次活动中年纪较大的
一位读者。王可江和女儿王波萍两人爬上了300
多级台阶，观看雪窦寺全景。“很多年前去过雪窦
山，之后一直没机会到景区里看一看。”王可江笑着
说，“这次我女儿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次活动，于是报
了名。这次看过之后，发现山上的景区建设和周边
的花木保护地越来越好。”

在雪窦寺旁的西坑村，巍峨的牌坊、整洁的村
道、精美的小桥，还有溪边大树下雅致的亲水平台，
整个村庄被火红的红枫包围，犹如一个花园，读者
纷纷下车拍照留影。

西坑村是一个花木专业村，大部分村民以种植
花木作为主业。过去，由于花农过度种植花木，而
花木出售时带泥球造成四明山区域泥土大量流
失。如今，四明山实施退花还林和生态修复工程
后，西坑村反而变得更美了。

为保护花农利益，尽可能减少移栽和补种带来
的山体破坏，从去年起，溪口镇在核心景区的西坑、
东岙两村对花农种植的花木进行收购，林地性质转
为公益林。当读者了解情况后，纷纷对当地花农的
行动做法点赞。

“二十多年前来过雪窦寺和西坑村，那时候的

雪窦寺和西坑村没有建设得这么好，周边的景点也
没有那么多。”家住联丰的林先生告诉记者，“退休
后一直想到各地乡村走一走，活动启动后，女儿第
一时间帮我和老伴报了名。这次跟着宁波晚报记
者到雪窦山体验了一次乡村游，不仅学到了传统吃
饭礼仪，参观了千年古寺，还看到了上千年的古树，
以及四明山上的美丽风景，不虚此行。”

据悉，为满足读者的旅游需求，接下来，“记者
带您乡村游”活动还将陆续发团，详细情况请扫描
二维码登录“宁波乡村旅游”微信公众号关注。

记者 鲁威

选不选物理，家长和学生都很纠结

浙江省高考改革一大特色就是选考科目实行
“7选3”，学生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根据自己的兴
趣、学科优势来选择。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
物理的学生却越来越少。

新高考选考的等级赋分根据名次确定最后的
分数，然而经过前几轮的高考等级赋分之后，物理
因为同场竞技的考生都特别优秀，就算你考了一个
不错的成绩，最后的赋分不一定高，因此出现了考
生不敢选甚至后悔选的情况，有考生透露自己赋分
成绩比实际成绩还低，这在其他科目一般不会出
现。

而另一方面，根据已公布的浙江高校选考科目
统计结果，考生选考物理即可报考（包括高校设限
选考科目为物理或没有设限选考科目，下同）的专
业（类），达到91%。到底选不选物理成了家长、学
生比较头痛的问题。

都说物理难，究竟难在哪里？

此外，一上高中，学生们都普遍感觉到：物理真
难学。高中物理究竟难不难？为何学生会感到物
理难学？

省物理特级教师李永培分析说：“初中时物理
是合科在科学中出现的，没有单独的物理概念，但
在高中时却是分科了，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同

学们有个适应过程。其次，从初中到高中物理学习
的本身还是有一个明显台阶的，对学生逻辑思维要
求更高，从单因素的简单到多因素的复杂过渡，使
有的学生会觉得物理难学。”

李老师还介绍说，相比较于其他学科，物理学
习有自身特点，首先，高中物理的知识体系比较完
整，逻辑推理要求相对较高，而且物理学是一门以
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也对学生实验和探究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创新思维、探究意识与能力都是学习物
理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于物理选考报考同学的减少，他不无担忧地
说：“高考选考中报考物理的同学减少，对高校理工
科人才的培养也是很不利的，长此以往，对高中物
理教师团队的稳定也会提出新的挑战。”

大咖新锐云集，切磋物理的教与学

当天的活动通过教学展示、专家点评、专家讲
座三个议程进行。

新高考背景下，物理高考试题有哪些变化趋
势？宁波市物理教研员董克剑老师针对高考开设了
《基于联系实际的高考试题分析》的专题讲座。董老
师回顾分析了近三年的高考试题，指出其中与现实
生活对接的题目占比约50%，需高度重视。董老师
对此类试题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提出了教学
上的应对策略，指明了教学和备考复习的重点。

那么，怎样的物理课堂可以吸引学生，让学生
喜欢上物理呢？李永培老师在教学展示的点评中

指出，创设课堂情景非常重要，无论创设什么样的
课堂情景都要指向引起学习的发生。他说：“物理
课应重点体现实验意识和科学探究，这关系到物理
学科的本质；确立教学目标，除了要考虑本课知识
的重点和难点外，还要考虑其在章节乃至整本教材
中的地位，重视知识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课堂设计
应落实到引发学生的参与上，学生的学才是课堂的
根本。”

夯实基础，提升学生信心很重要

都说物理难学，但宁波神舟学校本届高三物理
学考却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在前不久刚
刚揭晓的学考榜单中，该校2017届高三毕业生在
各科平均通过率超过98%的基础上，物理学考通过
率达到99.3%。“学物理，还有一点很重要：夯实基
础，提升学生信心。”宁波神舟学校高三物理教师张
星认为，“我们物理教研组分析后认为，新高考需要
新策略，在努力做好必修课程校本化的基础上，强
调基础，因材施教，拓展学习空间，提升学生自信非
常必要。”

他说，学校不少学生入学时科学成绩偏低，到
了高中表现为理科学习相对困难，患上物理恐惧症
的学生不在少数。“我们就以学生为中心，提供适合
我校学生基础和特点的教学策略和方法，学基础、
抓基础、强基础，使学生由能学到会学，一路引领，
培养习惯，学考过关就没问题了。”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崔佳雯

宁波晚报读者参观奉化西坑村。记者 崔引 摄

A05 2017年5月15日 星期一 责编/朱尉 朱志莹 美编/严勇杰 照排/余佳维城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