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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物理微课资源共建共享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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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现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的有效融合，成为推动初中

物理课程改革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深入探究初中物理课程中微

课的应用策略，以期提升初中物理课程教学质量，为推动学生物

理综合能力全面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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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在我国初中教育领域内的不断深化以及新高考的

推进，物理课程在初中教育体系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高质量的

物理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物理知识学习能力，使学生形成良好的

实践能力，从而为学生物理综合素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

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课程相融合，发挥微信

公众平台的相关作用，是提升物理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

初中物理课程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学生逻辑思维和实践应

用能力也在此学习过程中逐步提高，这也是学生普遍感觉“物理

难学”的重要原因。在初中物理课程中有很多碎片化的物理知识，

比如各项公式、公理及其定义等内容，这些碎片化的知识学生记

忆起来比较麻烦，但又是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

针对这种问题，教师可以应用微课教学模式来帮助学生加深对知

识点的记忆与理解。

一、推动微课与微信公众平台的有效融合

在当前智能设备在中学生群体中的普及引发越来越多教师的

关注，很多教师对学生应用智能设备持反对态度。笔者认为，在

对待学生应用智能设备这件事上，“堵不如疏”，在保证学生自

律性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应用智能设备开展课程学习，充分发挥

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笔者在开展物理课程教学时，充分发挥了

微课教学模式与微信公众平台的优势，在每节课堂活动开展之前，

都会首先为学生制作一些短小精悍、内容有趣的物理知识小视频，

然后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为学生上传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并要求学

生自行下载、观看，那么学生在这种“碎片化”学习方式的影响下，

能够逐渐掌握相关知识，从在课堂教学活动开始前帮助学生建立

一些物理知识基础，从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比如《声音的产生与传播》这节课，鉴于“声音”这一物理

概念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如果直接为学生介绍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方式，学生可能难以形成形象化的学习思维。因此我在网上选择

了一些关于声音类知识的小视频，按照教学设计对相关的教学视

频做顺序调整并拼接到一起，在视频中穿插一些学生最喜欢的影

视作品片段，比如电影《无敌浩克》中的音波车等等有关声音的

片段，然后以趣味性讲解为主，减少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抵触情绪。

将教学视频上传到班级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选择一个比较吸引人

的标题——《浩克最害怕的是伽马射线？不，是它。》通过这种

模仿“营销”的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果然，在视频内容的

吸引下学生纷纷主动展开声音知识的学习活动，并且要求我“下

一期再出一个视频”，通过这样的方式有效提高了学生的物理课

程教学效果。

二、应用师生共建模式推动微课教学发展

在当前的初中物理微课教学活动中，有很多教师忽略了学生

的教育主体地位，认为微课就是将碎片化的物理课程知识，通过

视频的方式录制给学生，实际上，这种微课制作模式存在着一定

的不足，有只是“换汤不换药”地将课堂上的“理论灌输式”教

学搬到视频中，那么这种教学模式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学

生的认知能力，没有从学生的实际学情出发，导致微课教学模式

流于形式。

针对这种问题，我们要立足于学生发展实际，深入研究教材

内容，实现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的有效结合，以微信公众平

台为主要依托，通过师生共同开发微课视频的教学模式，提高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比如我在进行《欧姆定律》的相关知识教学时，

针对一些碎片化的物理知识点，我化身为“新媒体编辑”，为学

生拍了一些有趣的小视频，比如“静电的产生”等小知识，我就

利用家中的小猫做视频主人公，通过猫猫身上产生的静电现象，

以“一只猫”的口吻为学生普及了静电的形成，以及静电的隔离

措施等等。然后要求学生根据相关格式拍摄一些自己在日常生活

中发现的趣味性物理知识，学生在这样的形势下显得兴致满满，

然后我将这些趣味性小视频上传到班级的“物理小论坛”微信公

众号上，便于学生查看，学生纷纷被这些趣味性小视频吸引，视

频点击量也在不断上升，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有效提高了学生

的线上学习质量。

三、制定物理课程微课教学反馈评价机制

为了实现教师对学生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课程学习质量的分

析、测量和评定，在最后一个阶段展开评价，制定用于管理和跟

踪学生学习情况的学习评价表。好的评价能够激励学生学习，成

为学生学习的动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反之则会打击学生

学习的劲头。譬如网课期间，笔者每两周对学生的微课学习时长、

次数、收获与反思等进行汇总分享，通过及时评价、及时赏识和

及时分享，更大地调动了孩子们的积极性，促进了学习的良性循

环。学习评价，能够帮助教师诊断学生对这种教学策略和教学模

式的适应程度，从而不断调整和优化微信公众平台微课程的设计，

以便完善平台微课程资源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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