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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让人想
破头的“保卫鸡蛋”
试题吗？还记得那些
年拆开却拼不上的
鲁班锁吗？这两年，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的推荐生考试
题被称作“神题”。而
这些难题的出题者，
也正是“男神”一般
的存在，他就是山师
附中高三1 8班的物
理老师张卫普。

在学校，有人叫
他“普神”，因为无论
什么难题到他手上
都“神奇般”化解；有
人叫他“小牛”，因为
在学生眼里，他身上
似乎有着物理学家
牛顿的影子。

保卫鸡蛋、拆鲁班锁，这些推荐生试题你还记得吗

“小牛顿”老师爱出神题

同学们，马上就进入高三了，面对高
三的学习生活不知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在
这儿我简单说一下高三物理方面学习的
注意事项：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是否准备开始
高三的生活了，如果决定了，就不要天天
谈自己的理想抱负，也不要天天抱怨自己
曾经的不努力，不用心，或者……因为如
果这么做了，时间也就过去了，也就没有
高三了！既然开始了，那就开始吧，把自己
的理想抱负放在心里，做好决定，马上行
动，持之以恒！

再次考虑要干什么？对于物理来说就是
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提能力。所谓打基
础就是掌握基本的概念、规律，避免由于模
棱两可引起的不必要的失分。建体系就是将
知识点体系化，网络化，模型化，能够做到举
一反三融会贯通。补漏洞就是通过作业、测
试等形式发现自己的薄弱点，要及时对这些
点进行分类归纳，及时作出纠偏补弱的措施
并去执行。提能力指的就是提高做题的审题
能力、情景过程的快速建立能力，思维演绎
能力，还有书写规范、计算能力等。

那么怎么干呢？课前做好预习，主动完

成知识梳理，打好基础，尝试建立知识体系，
做好题型归类和方法总结的准备。课上认真
听讲，补充完善预习时忽略或者不清楚的知
识点，课下要及时复习，建立知识体系网络，
然后做好定时训练，完成作业，建立总结本
改错本，以备将来使用。对于测试卷要少关
注名次，多认真分析得失，把出错点进行分
类整理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改正。

最后就是意志力，越接近高考越是意
志品质的比拼，一定要坚持不懈，开心乐
观地度过高三的每一天，你必须记住：让
明天的你一定比今天的你更出色！

写给高三学生的信

让明天的你比今天更出色
>>师者说

本报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谢誉元

为保激情，两个班各有一套教学方法
8月1 8日见到张卫普时，他正趁着

暑假为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排课表。
“在我看来，排在第一位的仍是教学，其
次是为我的学生们服务，最后才是所谓

‘管理’。”除了高三物理老师这个身份
外，他还是山师附中教务处副主任。

2003年，从山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毕
业的张卫普成为山师附中一名物理老
师。殊不知，这个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物
理老师曾是山师大校园里的“风云人
物”。“上大学时，很喜欢踢球。大学体育
成绩也很好，可是物理学院没有自己

的足球队。”年轻冲动的张卫普向学
校申请成立“物理学院足球队”，

凭着对运动的一腔热情，愣是
将学院的5 0多名男同学团结
起来，成立了物理学院第一

支足球队。
从“贪玩”的足球迷摇身变成高中

物理老师，张卫普的转型很成功。进入
附中3年后，张卫普成了山师附中“省实
验班”的班主任，那一年他26岁，也是实
验班最年轻的班主任。自此之后，他连
续五年成为校级优秀班主任。

从讲课紧张的青涩老师变成如今
的教学骨干，张卫普在山师附中教学路
上走得坦荡。回忆起12年的教师生涯，
张卫普笑着说：“像婚姻一样，教学也有
七年之痒。教师这个职业是个重复性很
强的职业，很容易失去激情。但只要看
着一张张新鲜的面孔和一双双求知的
眼睛，总是能激发心底热情。我甚至会
在两个班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此来
保持对教学持续的新鲜感和激情。”

带物理奥赛，半年“刷透”几万道题
最初进入山师附中时，张卫普跟

着前辈们一起培养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选手。众所周知，奥林匹克竞赛高手云
集，如何才能带领学生们杀出重围？在张
卫普看来，自己先把奥赛题吃透是最基本
的。半年时间，他硬是把5厘米厚的《难题
集萃》做了个遍，还刷了六七本难题册。

“我在物理教学上提倡模型化思
维，归纳、组合、综合知识的能力很重
要。但是带物理竞赛真的很难，你的思
维要时刻更新。为了能给学生们提供最
好的指导，半年刷了几万道难题。”那时
候的张卫普甚至在办公室里买了张折
叠床，通宵达旦地与难题“斗智”。2006

年，张卫普带领山师附中的参赛选手徐
新尧获得当年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的山东省第一名，并保送北京大学。

提起物理或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大家印象里总是校园里那些“学霸”
“学神”。作为山师附中物理奥

林匹克竞赛的主教练，张

卫普也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学霸。
“我习惯叫张老师‘小牛’，因为他物

理特别厉害，像‘小牛顿’一样。”现就读于
英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徐平梅是张卫普的
第一届学生。

除了教师身份，去年，张卫普成为山
东师范大学物理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说起
考研的经历，张卫普有点“拉仇恨”。“为了
能提高自己的学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报名了。可是，平时教学工作太忙，以至
于最后忘记了考研的事。直到开考前三
天，才恍然发现该笔试了。”没想到，仅仅
复习了3天的张卫普竟然考上了。

“运气好。或许是当了老师也没有放下
对物理学习的热情吧。”张卫普这样描述自

己考研时的“云淡风轻”。

课堂奇招：讲物理学史，让学生出题
从1 . 5米的高空扔下，如何能让鸡蛋

落地不破？这是2015年济南市中考山师
附中推荐生考试试题，出题人正是张卫
普。

“出题时更多考虑学生们观察生活、
运用物理原理的能力。事实上，生活中运
送易碎物品时都会有保护措施。只要学生
们认真观察生活，我出的试题并不难。”做
了两年的出题人，张卫普“很痛苦”，他苦
笑着说，一周时间提交出题方案，既要设
计得有趣，还能考察知识点，很难。出现在
试卷上的“保卫鸡蛋”，正是“五易其稿”后
的结果。

在张卫普看来，出题要比做题难得
多。于是，在他的物理课上，出现了一个奇

怪的现象，“不让学生做题，而是让
学生出题”。

“出题的前提是你得掌握原理，这可
以培养学生整体的物理思维，并且深化知
识点。在我课上，从不让学生们计算结果。
因为计算完全可以课下完成，课上要掌握
的是解题思路。”张卫普的教学方法得到
了学生们的认可。

“在高中物理课上，几乎没有老师会
为你讲牛顿是哪所大学毕业的。而物理学
史上的‘大家’都可以在‘普神’课上学
到。”曾就读于山师附中的徐一凡这样说，
例如，讲动能时，“普神”也会用铅球和皮
球为例趣味教学。

眼
前的张卫普

帅气潇洒，熟悉
他的学生们称他是“最

感性的老师”。的确，那张曾经定格在高考
后的照片就是最好的印证。“有一年高考
结束，我们班一个学生走出考场，看到我，
说了句‘老师，再也见不到你了’。一句话
说完，我们相拥而泣。”

“教师节时，班里每个同学折千纸鹤；
下课后，学生们跟自己分享秘密；操场上，
同学们为踢球的老班呐喊……”说起与学
生们的感情，张卫普似乎记得每一个细
节，记得每一个学生们带给他的感动和

“独家记忆”。

山师附中物理老师张
卫普。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王媛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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