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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苏照斌

（河池市民族高级中学，广西 河池 547000）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各种先进技术产品与网络平台进入大众视野，信息化成为传统领域走好创新发展道路的一大方向。高中物理

知识体系庞大，物理原理和规律极具抽象性，如何推动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融合发展，树立信息化教学设计理念，变革传统物理教

学模式，激发学生获取新知的兴趣，使物理教学与学习更加高效，成为教师推动物理教学改革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教学资源、师生互动、

学习氛围、重难点突破入手，阐述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融合的价值，简析高中物理教学中的问题与融合信息技术的注意事项，并围

绕借力线上学习平台、组合信息技术手段、多层融合信息技术等方面，探讨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的融合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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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融合的价值

（一）丰富物理教学资源类型

高中物理知识体系包罗万象，而现代网络技术具有极强开放

性，囊括多个领域的优质资源，教师可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获取所

需的教学资料。在高中物理教学设计中，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教

师能够根据物理知识特点与学生个性需求，搜集不同类型的教学

素材，利用视频、图像、图表或动画等形式，便于学生直观生动

地了解物理知识。同时，在设计物理习题时，通过运用信息技术，

教师能够登录物理名师论坛，了解其他物理教师的做法，借鉴名

师的教学理念和经验，改变物理习题的呈现形式，丰富学生自主

学习和练习巩固资源。

（二）构建和谐师生互动关系

当代高中生在发达的网络信息环境中成长，对固定的教材内

容与被动学习方式缺乏兴趣，更容易对各种新奇的知识载体产生

好奇心，如动态图、视频和动画。通过推动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

教学融合，教师能够改变传统问答互动形式，借助多媒体课件，

展示学生感兴趣的内容、自主学习数据与成果，营造视听互动的

课堂氛围，带给学生奇妙的学习体验，使其大胆地质疑，积极与

同学或教师沟通。在信息技术教学环境下，物理教师能够改变单

纯语言讲解风格，借助声音、图片和视频，还原物理原理和规律，

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动画内容，刺激学生认知与思维，为师生

互动创造良好环境条件。尤其是一些抽象的物理现象，通过融合

信息技术与物理课堂活动，教师能够导入虚拟物理影像，营造神秘、

具象的互动氛围，激发学生思考、探究和求知欲望，有助于建立

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

（三）营造愉快轻松学习氛围

信息技术冲击着传统教学生态，改变着固定的课堂氛围。学

习环境和氛围是影响学生学习态度的重要因素。在枯燥的学习氛

围中，大多学生很难积极思考，对物理知识缺乏敏感性，思维也

不够敏捷。在高中物理教学中，通过深度融合信息技术，教师能

够找准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时机，改善课堂环境和学习氛围，创

新物理知识的导入方法，引起学生对物理学的好奇心，激活其学

习思维。对于理解难度大的物理概念，通过融合信息技术手段，

教师能够利用有限时间，快速创设趣味化、生活化的学习情境，

让沉闷的课堂氛围瞬间变得轻松愉快，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激

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热情。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下，学生将从应

付与被动学习，走向轻松学习，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知识。

（四）辅助师生解决重难点

高中物理对学生抽象性、逻辑性思维要求较高，单纯地听讲

很难真正理解物理现象和原理。而信息技术先进的教育辅助功能，

如放大、慢放和回放等。通过融合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教

师能够根据学生遇到的问题，开发动态化、具体化、直观化的教

学资源，引入仿真物理实验视频，让物理重难点知识变得可视化，

帮助学生理解物理原理，掌握物理学科的本质，培养其理性思维、

观察能力和实验探究能力。同时，在融合信息技术的过程中，教

师能够围绕物理教学内容，引入丰富的网络资源，使物理学习内

容更加新颖和有趣，让学生深刻地认识物理实验和物理原理，轻

松解决教学疑难点。

二、高中物理教学中的问题

（一）学生学习兴趣不足

部分学生对物理缺乏学习兴趣。相较于初中，高中物理课程

逻辑更加严密，抽象性知识较多，物理知识学习和理解难度大。

面对大量抽象知识点，部分学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丧失主动了

解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也就无法形成轻松的学习态度，阻碍了高

中物理教学进程。

（二）忽视学生素养发展

部分教师不注重学生素养发展。面对高考压力，部分教师未

能转变传统教学思想，更注重提高学生分数，将培养学生的解题

能力和答题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忽视学生抽象思考、科学探究、

实验操作和物理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师生互动较少

物理课堂的师生互动较少。在高中物理教学中，部分教师一

味按照教学大纲，开展知识讲授活动，过度追求教学进度，较少

向学生提问，忽视学生的知识理解和掌握情况，难以建立起良好

的互动关系，导致学生更多处在倾听状态。

三、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融合的注意事项

（一）树立创新教育理念

在信息化背景下，教师应树立创新教学理念，系统地研究信

息技术手段，提高自身信息技术操作能力、运用能力，熟练掌握

资源查找方法，课件制作方法，以及教育软件平台的实用功能。

教师要从创新角度出发，制作微课、动态课件、动画资源等，实

现信息技术与物理教学的有机融合。

（二）注重师生互动

在运用信息技术辅助功能时，教师应创造师生互动机会，利

用新奇的教学软件与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引导学生互动和沟通，

刺激其产生思维碰撞。对于一些运动规律和定理知识，教师应善

于运用课件，导入问题、创设情境、列举实例，营造开放化的学

习和交流场景，给予学生思考、想象和探究空间，培养学生的探

究意识。

（三）避免过度依靠课件

在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时，教师应把握好运用时机，结合高中

物理教学实际需求，搜索和开发优质课件资源。在课件资源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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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教师应处理好教学资源与教学活动之间的关系，避免过分

依赖课件资源，更不应直接物理课堂变为讲课件的课堂，导致学

生仍处在被动倾听和学习状态，降低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若

教师过分依赖教学课件，持续开发大量 PPT 与动画资源，就容易

增加课堂容量，给学生带来更大学习负担，甚至使其对学习产生

厌倦感。此外，在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应从物理学科的本质出发，

合理运用虚拟实验方法，一旦用虚拟实验全盘替代动手操作实验，

就难以充分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科学严谨的思维。

四、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策略

（一）借力线上学习平台，支持学生自主学习

线上学习平台是信息化教育领域的一大产物，此平台集成了

网络直播、实时评论互动、资源上传、屏幕共享等功能，教师可

依托线上平台，利用平台功能开启网络直播教学活动，组织线上

学习活动，既能够为学生自主学习、师生线上互动提供便利，又

能拓展物理课堂教学空间，满足学生复习和巩固物理知识的需求。

教师应认识到线上学习平台的优势，积极学习和研究平台的教育、

互动和数据统计功能，熟练掌握平台的运用方法，促进信息化教

学平台与高中物理教学深度融合。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可围

绕物理教学内容，开发自主学习资源与清单，向学生布置前置性

物理学习任务，设计线上互动话题，并鼓励学生在自学后，参与

线上沟通和互动，及时总结自学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留到课

堂中集中解决。以“自由落体运动”为例，教师可设计自主预习

任务，要求学生以伽利略落体实验为关键词，使用网络搜索物理

学方向的资料，使其在搜集和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思考伽利略的

实验过程和结论，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探索观念。教师也可设计

自主实践学习任务，让学生从生活中寻找纸片、塑料任一材料，

探索伽利略实验。比如，学生可准备三种不同重量级的纸片，运

用手机拍摄的拍摄模式，将实验视频上传到线上平台，与同学对

比不同重量纸片的下落速度，探究影响物体下落的影响因素，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实验操作和探究能力。

（二）组合信息技术手段，引出趣味物理情境

信息技术手段具有多样性，为提高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

的融合水平，教师应结合学生认知水平与物理知识特点，组合运

用信息技术手段，发挥资源、图像、数据的优势，创设贴合学生

兴趣需求的学习情境，拉近学生与物理学的距离，并利用情境中

学生熟悉的经验，引出物理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和内化知识。物

理学是一门研究物质基本结构与一般性运动规律的学科，尤其是

对一些知识抽象难懂，学生无法持续保持学习兴趣和热情。因此，

教师应坚持融合创新理念，利用线上教育平台搜集学生前置性学

习数据，借助互联网技术与微课技术手段，开发集动画情境、文

字图片、生活现象于一体的物理视频资源，将物理现象体现在具

体直观的情境中，并利用视频情境引出话题，组织学生思考和探

究，促使学生之间产生激烈思想碰撞，更好地理解和吸收物理知

识。以“万有引力定律”为例，学生在课前了解了基本定理内容，

教师可结合学生课前预习数据和反馈，创设苹果与牛顿、地月对话、

众行星与太阳三大主题对话情境，让学生联系牛顿与苹果之间的

对话，分析地球与月球、众行星与太阳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吸引

力，与牛顿发现的力相同吗，地球表面的重力对月球是否有作用

等问题。随后，教师接着呈现地球与月球的运动情境，让大家观

察和思考阅读对地球做什么运动，并引导学生运用情境中的数据，

对比月球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关系。通过融合运用信息技

术手段，教师能够创设更丰富多样的物理学习和探究情境，引起

学生对苹果落地问题的思考，培养其主动学习和探究意识，让学

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三）善于融合信息技术，创新实验体验方式

实验活动是高中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些操作耗时、

难度大和新奇的物理实验，教师可合理融合和运用信息技术，开

发直观化、可视化的虚拟实验资源，以动态化方式重现和还原实

验过程，让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使用物理知识去解读实验现象，

结合实验现象逆推物理规律，使学生接触到物理学的本质，提炼

和升华物理概念，形成物理观念。以“超重和失重”教学为例，

教师可导入互联网时事链接，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播放天宫课

堂中科学家的超重和失重视频，让学生对比太空中和地球生活环

境有何不同，自由讨论超重和失重现象有哪些，如电梯超重与科

幻片中汽车失重，并让大家提出自己的猜想，超重和失重现象中

重力是变大还是变小。接下来，教师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和信息

技术，虚拟电梯中的怪现象实验活动，让学生观察电梯下降与上

升时台秤数值的变化情况，联系自身生活经验，探究电梯什么时

候会出现失重或超重现象。在运用信息技术创新演示实验时，教

师应让学生参与到实验活动中，记录模拟实验过程中的数据，猜测、

分析和论证哪些物理量与超重 / 失重存在关系，掌握两种现象产

生原因，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态度。

（四）深度融合信息技术，提高物理复习效果

除了物理新课教学，教师应将信息技术与物理复习教学深度

融合，利用多媒体反复播放和重现功能，快速展现学生所需复习

的物理知识框架、物理现象、图表与图线，刺激学生大脑的已有

知识和经验，帮助其找到知识的异同点，帮助其重构和完善物理

知识框架。尤其是一些典型物理复习专题，教师应结合学生物理

知识基础，借助多媒体设备和互联网资源，呈现误差分析、光路

分析、图像分析、能量分析、运动分析、受力分析等专题资源，

借助真实生活现象与物理学符号，唤醒学生的物理记忆，帮助其

重新认识物理概念。在此基础上，教师可借助互联网技术，搜集

上述专题的典型例题，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微课专题复习活动，并

利用信息技术软件构建物理模型，让学生更加清晰地观察以往的

物理现象，构建正确的物理模型，在复习中突破物理重难点。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育信息化是一场颠覆传统教育形态的教育革命，

给物理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创新提供了更多思路和可

能。当前，诸多学校不断升级教室多媒体设备与网络，配置了先

进多媒体设备与教学平台，为物理教师创新课堂教学提供了条件。

教师应坚持合理与创新融合的原则，通过借力线上平台、组合信

息技术手段、创新物理演示实验、设计微课复习专题等方式，推

动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教学融合，满足学生自主学习需求，提高

物理新知与复习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汤海湘，汪超 . 高中物理教学融入信息化元素探析 [J]. 数

理天地（高中版），2023（12）：73-75.

[2] 杨苗苗 . 信息化资源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J]. 学苑教

育，2022（27）：87-88+91.

[3] 王鹤 . 信息技术在高中物理课堂教学中的综合应用 [J]. 高

考，2022（11）：126-128.

[4] 杨乐天 . 高中物理电教学中信息化教学法的运用 [J]. 中国

新通信，2021，23（23）：209-210.

[5] 梁志祥 . 高中物理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策略 [J]. 智力，

2021（29）：5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