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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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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新秀学校，广西 南宁 530000）

0 引言
初中物理是中学生接触物理学的开端，将为学生打开一个全

新的物理视野，是培养学生物理学兴趣的重要课程。同时物理学

是一门自然科学，学习物理为解释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各种自然

现象提供科学依据，增强学生科学素质，开发学生物理潜能，为

更深入地学习高中物理打下基础。信息技术教学可以把抽象的

物理知识直观地展现出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因此，在

初中阶段通过将信息技术与物理学科融合的方法能够让学生更

好地掌握物理基础知识。

1 初中物理教学的现状
1.1 物理课程的独特性
物理课具有明显的理科性质，课堂上学生接收物理知识的个

体差异很大。可能数学较好的学生会更较容易理解和吸收物理

知识，而数学相对薄弱的学生则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构

建自己的物理知识框架。物理也是一门以实验为依托的学科，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亲自参与探究实验，通过实验探究更深

刻理解和检验理论知识。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在物理

实验课上要充分调动学生进行实验操作、观察分析、交流评估的

积极性。物理独特的学科性质会在教学过程中产生一些问题，如

何让学生产生兴趣，自发主动地去探究每一节物理课的知识是

物理教学的关键之处。

1.2 当前物理教学质量仍旧参差不齐
集体授课会限制学生的创新性能力，扼杀学生发散思维，满

堂灌输的课堂上有疑问学生不敢提问，同时学生也害怕老师的

提问，导致学生对疑问知识掌握不牢固。教师为了达到让学生快

速掌握知识的目的，往往会采用“划重点”的方式引导学生死记

硬背，这将会导致物理知识吸收能力差的学生只掌握表面不懂

举一反三、当时好像明白课后就忘、似懂非懂的状态。在长时间

参差不齐的教学过程中，将会让部分学生对物理课的厌倦更是

难以学好物理这门课程[1]。

1.3 初中物理课堂运用信息技术现状
教育改革的深入，初中物理教育要求重视信息技术与物理课

堂的深度融合，加速初中物理课堂软件开发，在实验课上使用计

算机测量实验数据、处理数据和分析实验结果。当前由于全国各

地初中学校的教学硬件设施更新差异较大，导致各地教师能够使

用的教学设施和信息技术有所不同。有些地区具有非常完善的

信息技术设施设备，使用方便快捷、效率高，有完善的设施也需要

教师能够灵活地将信息技术融入课堂。而一些地区的学校信息

技术设施发展缓慢，或者教师不善于运用信息技术教学，这都需

要全教育行业加大投入和加强信息技术教学培训，加快教育行

业在信息技术上的发展，促进学生教育培养的优化升级。

2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融合信息技术的要求
2.1 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需要不断提高
作为课程教学中重要的引导者，教师的综合技能会直接影响

教学的质量。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在课堂上授课，能显著提高课堂

效率，增强学生理解能力。互联网时代，熟练的在网上收集社会

实事信息作为素材能更好地营造课堂气氛，既节省教师备课时间

又能帮助学生学习。当代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初中学生的学习

生活中，每位学生都会接触到电脑、平板、智能手机，学生对信息

技术课堂的接受度高，能够从多方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因此教

师要不断研究，将信息技术合理地运用在课堂教学中。

2.2 从学生角度出发优化学习方法
初中生从幼儿期就开始通过父母的手机看动画片视频。在成

长中也伴随着电视、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通过这些设备了

解新闻、通信联络、进行游戏娱乐。学生对信息化场景接受度高，

教学过程中通过融入信息化技术来优化学生学习方法，可以增加

学习乐趣，加深知识掌握程度。教师和学生家长可以适当教导学

生自觉自律的运用网络资源寻找课堂上没有听懂、不理解的知识

点，使用网络通信交流探讨疑难知识点。如果学生学会使用信息

技术进行学习，他将会发现知识的星辰大海广阔无边，更能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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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习。

3 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有效性融合的
途径
3.1 利用教学一体机展示设备展示物理现象
初中物理教学的核心思想是“从生活中来，回到生活中去”因

此初中物理课程的总体难度并不大，但是由于学生所处的地理

环境、风俗民俗不同，部分物理课本上的现象学生无法直接从生

活中观察到，甚至无法想象它们存在的形态。例如 2012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物理课本第三章《物态变化》中提到的“雾凇”“冰花”

等现象是我们这种位于南方，冬天最低气温不到 0℃的学生从未
见过也无法想象的。在教学过程中老师需要采用大量的图片、视

频等素材向学生介绍这些现象，学生才能够运用所学物理知识

对这些现象的产生原因进行解释。

3.2 提升物理课堂视听享受，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心理学家实验表明，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获取 83%是通过视

觉，有 11%是通过听觉，因此视觉和听觉的有效刺激能最大程度
地促进知识记忆。传统教学主要以教师的声音、板书文字与绘图

方式传授课本知识，这种方式的效率比较低。利用信息技术教学

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文字（多种颜色字体的文字）、示意图（可以是

分步骤的动态图）、声音（形象生动的）等多种元素集中在一起讲

述知识点，这将使学生的感官得到多方面刺激，极大地加深了学

生对知识点的记忆。在平时的课堂中利用多媒体的集多种元素

一体的特点，将课堂氛围活跃起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通过边

思考边学习的方式提高学习效率[2]。例如，2012人教版八年级上
册物理课本第二章第二节《声音的特性》中出现波形图。在信息

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的十年前，由于我校没有配备示波器，授课时

老师只能在课件上展示不同波形图进行讲解。现在老师可以将

手机投屏到教学一体机中，利用一系列手机 APP进行授课如：用
FreqCounter现场展示音叉、笛子、钢琴等不同发声体的波形，用
音频发生器让学生听不同频率的声音，用分贝测试仪测试学生

讲话，高声喊叫的分贝。学生在课堂中能够获得对音调、响度、音

色的直观感受，形象生动地了解到如何通过波形图观察声音的三

特性。

3.3 利用网络资源巧取角度引入物理概念
教师可以通过播放一些影像片段引入本节课程内容，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唤起学生的求知欲。例如在 2012人教版八年级下
册物理课本第十章第一节《浮力》的授课前，可以通过播放《泰坦

尼克号》的剪辑片段：从大轮船在海面上航行到船舱进水，再到

轮船沉没。然后提出问题：“原来浮在海面上的轮船为什么会沉

没？”，学生会去思考、讨论、回答。教师就可以顺势引入浮力的概

念、浮力的方向、浮力是怎么产生的等知识，并提出本节课的探

究实验：“探究浮力的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在理解透浮力的概

念后再进一步探究“浮力的大小与排开液体所受重力的关系”，

让学生掌握阿基米德原理，并利用阿基米德原理的推导式 F浮=
G 排=ρ 液 V 排 g，结合受力分析来解释泰塔尼克号漂浮与沉没。
3.4 物理实验课与多媒体课堂有效结合
实验是学生获取物理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等科学素养的主要方式。但是有些实验

需要的时间较长，甚至无法在一节课内完成。如果我们想在相同

的课时条件下创造更好的教学效果，就需要将实验探究与信息

技术进行有效融合。利用 NOBOOK等仿真实验室可以创造虚拟
的真实情景，通过模拟真实情景解决部分物理实验难以观察甚

至无法观察的实验现象。同时可以在录制实验过程，让学生在实

验误差较大时能够复盘实验步骤，反思在实验过程中的操作是

否准确充足，从而学会评估实验过程、分析误差存在的原因。初

中物理实验器材无法观测到原子级别的粒子，更不用说电子。学

生在遇到电流的相关概念时，自由电子、电子定向移动等知识对

于学生来说是非常抽象的，这种情况下教师需要结合信息技术

模拟微观状态的情景（见图 2）生动具体地展现电路中的电流。现
在网络中的物理实验资源非常多，有许多有趣又有启发的实验，

教师在课后也可以引导学生自主在网上搜索相关的物理实验拓

宽知识面。

4 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课堂教学的融合不管对教师

还是学生都能产生显著的有利作用。在知识信息大爆发的时代，

同样的时间里学生要吸收更多的知识，掌握更深刻的知识，把所

学知识内化储存并加以理解，更是需要教师提升课堂的质量，拓

展学生的知识广度，提高学生的知识深度。在提倡物理从生活中

来，回到生活中去的初中物理教学中，有效地将信息技术融合到

课堂当中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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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reqCounter呈现的电子钢琴波形图

图 2 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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