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3 期） 

 1688 

教学实践 

信息化技术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黄游媛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及新课程改革的深化，高中物理教学亟待

跟上社会的步伐。信息化技术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对于高中物理

教师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信息化技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将

抽象的知识具体化，让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有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进

行学习。对此，本文分析了信息化技术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作用，探讨

了信息化技术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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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化技术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高中物理具有显著的学科特点，知识点往往比较晦涩难懂，

同时在传统教学的观念和教学的模式下，教师教学方式存在单一
性，导致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气氛沉闷。教师
通过对信息化技术的合理运用，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物理学习的
兴趣，学生一般对多媒体和信息网络比较感兴趣，信息化技术能
够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通过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够
把难懂抽象的物理知识通过直观化的图像或视频等形式进行表
现，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理解，还能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通过对信息化技术的合理运用，可以减少
在教学过程当中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量，能够节省很多的教学时
间，并且还能提高课堂上的整体效率；教师通过通过对信息化技
术的运用，教师还能对物理知识内容进行有效拓展，信息网络环
境中存在丰富的物理资源和素材，这些资源和素材的良好应用，
能够实现教师对学生物理综合素养的培养，并开阔他们的眼界，
这对他们后期的物理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信息化技术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2.1 借助信息化技术创设教学情境 
在高中物理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很多知识都是比较抽象的，

通过信息化技术的运用，教师能够借助信息化技术进行教学情境
的创设，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良好的教学情境还
能够吸引学生学习的注意力，提高教师教学的效果。比如，在进
行“平抛运动”一课教学时，教师就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将生活
中比较常见的平抛运动案例进行展示，如“枪口射出子弹的路径”
和“桌边飞出的弹球”等，这样能够营造出相应的平抛运动环境
让学生进行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教师再设置相应的问
题：生活中还有哪些平抛运动现象？这时候学生的积极性就会被
迅速调动起来，根据自己对平抛运动概念的理解，展开相应的想
象、思考和讨论。 

2.2 借助信息化技术进行物理实验教学 
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应用信息化技术应该做到：第一，通过信

息化技术进行物理实验的演示。对于高中物理而言，存在着教学
的知识点以及实验内容，由于一些实验项目的抽象性，无法在课
堂上进行演示，若教师在教学中知识采用单一性的教学方法，无
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学生也难以对知识内容进行理解，
影响课程教学的整体质量。通过信息化技术的统合，可以增强课
程的创新效果，实现实验内容的动态化演示。例如，在人教版高
中物理必修二“曲线运动”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利
用微视频的形式进行“曲线运动”活动过程的展现，引导学生通
过视频的观看掌握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方向判定方法以及物体做
曲线运动的基本条件等。视频播放中，教师应该将视屏控制在
20min 以内，让学生进行视频的自主观看，学生在视频观看的过
程中可以注重对物理知识的亲身体验及观察，通过“生活中圆周
运动”、“平抛运动”等试验的研究，感受到运动合成以及分解的
方法，提高学生对物理知识的解决能力。同时，学生在微视频资
源利用中，当遇到不懂的问题时，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反复观
看，加深对物体曲线运动的认识，逐渐提升物理可参与信息化技
术融合的价值，为高中物理课程的教育创新提供参考。第二，通
过信息化技术进行实验数据资源的总结。针对高中物理课程教学
状况，在传统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会让学生对实验过程以及实

验结果进行记录，之后总结实验操作的基本方法。而且，在实验
操作中，学生不仅需要关注课程的进度，而且需要分析实验的结
果，在这种复杂性的实验状况下，会影响实验的教学效果，无法
满足高中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需求。将信息化技术运用在实验总
结中，可以减少复杂的实验分析过程，提高学生对实验数据总结
能力，引导学生掌握更多的实验操作方案，为学生物理实验技能
的提升提供支持。 

2.3 借助信息化技术进行物理重难点的突破 
高中物理很多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都是比较困难的，由于课

堂时间有限，学生面对大量复杂抽象的物理知识点，难免存在学
习困难的情况，同时，教师不可能对学生实现全面的学习辅导，
这就导致学生在物理学习中出现学习困难和兴趣不足的恶性循
环。通过运用信息化技术可以为物理重难点的突破提供良好的条
件，教师通过信息网络环境获取更多的重难点解析资源，然后再
将这些资源和学生进行共享，让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学习，从而实
现难题的突破。比如，在进行“向心力”相关实例的分析时，向
心力是物理学习中的重难点，为了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向心力，
教师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将教材中关于向心力的案例，如过山
车、火车转弯等，通过动态模拟的方式进行演示，使学生对案例
的理解更加直观和清晰，同时教师还可以获取更多相似案例进行
展示，促进学生对物体运动规律的理解。 

2.4 借助信息化技术促进学生巩固和复习 
在高中物理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板书或资料讲解的方

式进行教学，这种教学方法具有时效性，课后学生对课堂教学的
内容往往不能进行重复利用，即使学生记录了相应笔记的记录，
也会存在一些漏洞。借助信息化技术，学生能够有效实现对课堂
教学内容的学习和巩固。比如，在进行“机械能守恒定律”教学
中，教师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进行微课制作，将动能、势能的相
互转化、机械能守恒的规律及解题步骤等知识点进行呈现，在讲
解完后再借助信息化技术将微课课件向学生进行展示分享，这样
就能够促进学生课后复习巩固课堂知识点；另外，在高中物理的
复习中，教师还可以制作相应的复习课件向学生进行知识传输或
利用信息化技术制作相应的复习思维导图，对学生的复习进行引
导。 

结语 
总之，信息化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给教师驾驭课堂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将信息化技术合理地应用到高中物理教学
中，对于提高高中物理教学成效有积极作用。物理教师要利用信
息化技术的优势，拓展物理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过程，激发学生
的学习主动性，实现物理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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