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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视野下初中物理教学策略研究
刘宝安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蒙古族学校，吉林 白城 137200）

摘要：将信息技术融入到传统物理教学课堂，对初中物理教

学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信息技术在物理教学实施中的

推广，教师可借助的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更为丰富，有效提升了

课堂互动效果、知识呈现方式的直观化，成功的将物理知识化抽

象为具象。随着课堂时间利用率的提升、混合教学的构建、课堂

的优化，学生的学习效率逐渐提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本文就

基于信息视野下，初中物理教学策略展开如下研究，希望能够为

各位同行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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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义务教育阶段相关教学理念的转变，初中物理课堂构建

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日益联系紧密。物理教师需要以更加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手段来对教学实施方式进

行创新和优化，从而满足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的相

关需要。基于信息化视野下，初中物理课堂构建方式更为多样，

教学质量的提升更为明显。

一、初中物理课程实施信息化教学的重要性

新课改理念要求初中物理教学紧跟时代发展，将更多现代化

的教育技术融入到教学创新与实施过程中。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

课程中的应用，体现了教学创新的前瞻性以及教师对教学创新的

先进认知。

以初中物理知识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及其实践性为依托，教师

可以帮助学生对物理概念进行快速理解并形成知识框架，强化对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力度。

初中物理以及抽象性给学生学习造成困难，信息技术对知识

的多样化呈现，将抽象的物理知识转化为具象生活概念，以生活

为桥梁，通过多种途径建立起学生与物理知识的链接。

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共享性以及对物理知识进行整合的便捷性，

使得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学习渠道被有效拓宽。教学实践表明，信

息技术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教学模式构建手段，在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二、物理教师在信息化课堂中的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影响逐渐深化，初中物理教学模

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很多一线物理教师都深有体会，

尤其是执教多年的老教师感触更为强烈。

随着教学教研活动的不断开展，信息技术在物理教学领域的

应用逐渐广泛，给初中物理教学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在信息技术

席卷教育界的浪潮下，物理教师应对自身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以

实现对先进教学技术与理念的充分的应用。

信息技术视域下，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扮演多种角色，传播

知识的同时，作为学生学习的服务者、引导者、总结者，帮助他

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对物理知识

进行深度学习。教师应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引导他们成为课堂上

的参与者、教学者、总结者，从而更加有效的完成教学目标。

比如，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课堂的应用，有效拓宽了师生交

流渠道，教师可以以资料包的形式，将学习内容和目标作为学习

任务发布给学生，让学生进行线上预习，从而促进课上讨论效率。

三、基于信息化视野下初中物理教学策略

（一）信息技术教学，提升课堂时间利用率

教材知识最终需要转化为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初中物理具有知识点多、内容量大、理论抽象的特点，对于学生

而言对于学生而言是比较难以掌握的。

课上的面对面教学，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的作用巨大，对课

堂时间的有效利用，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着初中物理教育的成败。

物理知识有难有易，教师可以对其进行分层之后，为学生制作信

息教学资源，供学生进行线上课前学习，将更多课堂时间留给交

流与解惑。

例如：教学人教版初中物理楞次定律这部分内容时，将棱次

定律的使用方法和验证以微课的形式录制下来，让学生通过网上

学习来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初步了解。

首先，理论是抽象的，操作是具体的，将操作作为微课内容

录制的重点，让学生感受能次定律的神奇，激发他们对视频中行

为的模仿欲望。

其次，利用课堂的前 5 分钟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检验，并

通过提问的形式启发学生对其应用原理进行探究。探究形式，以

小组合作为主，微课教学资料为辅。

最后，引导学生熟练对棱次定律的应用，并通过物理实验来

检验楞次定律对电流方向的判断是否正确，以培养学生的逆向思

维能力、帮助学生对这一物理规律进行深入理解。

物理实验的开展，讨论环节所形成的学习小组为基础，由学

生自行进行实验分工和过程设计。如果哪一小组实验失败，则可

以将其做为典型为题让全班学生加以分析和验证，培养学生对待

科学的严谨态度和实验反思能力。分析过程和验证思路，形成视

频资料和文字资料，分享到学生班级群和个人，方便学生展开讨

论或者借鉴。

楞次定律，要求学生掌握应用这一定律判定感应电流方向的

能力和通过个别事物个性认识一类事物一般规律的能力。

首先，可以将这一节内容的相关微课视频分享给每个学习小

组，让学生对楞次定律形成一定的整体印象。

其次，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大家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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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次定律判断感应电流方向准确吗？”引导每个小组提出疑问以

及解决疑问的方法。打破教师主动为学生提供实验材料的传统模

式，应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行设计实验过程，列出实验材料，

以及进行分工。

如果哪一小组所设计的实验过程，存在实验材料分工方面的

问题，实验可能会失败。实验失败之后，我给了这个小组三分钟

时间，让他们自己进行反思。

学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问题，我告诉他们哪一小组在处理这

个问题上比较成功，让两组学生共同商讨解决之道，从而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能力。

（二）利用信息技术，构建混合教学

混合教学是一种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

式，它把学生视为一切课堂活动的主体，结合教学目标和学生对

教学活动进行分解，通过连续的、细分化的教学模块培养学生。

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教学的应用，为构建混合教学模式提供了技

术基础和教学资源基础。

针对课堂教学的内容难易程度，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学，

完成对学生的引导、指导、服务、知识讲授，并进行教学评价，

有效提升了学生在课堂的主体地位。

例如：教学人教版初中物理凸透镜成像的规律这部分内容时，

将整个课堂教学任务进行分解，然后根据其特点选择适宜的教学

模式，并制作相应的线上教学资料。

首先，进行教学任务的分解。针对比较容易掌握的知识点，

为学生设计线上讨论主题，并将相应的辅助学习的资料包分享给

学生。总结教学难点，为学生设计梯形难度的问题引导，通过在

线作业系统分享给学生，学生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完成选择性完

成作业。

其次，结合在线教学系统所产生的数据和课前做作业检测，

了解学生线上自主学习成果，对课堂教学进行个性化设计。

最后，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料呈现光线穿过凸透镜的路径，结

合直观化知识呈现辅助学生对其原理进行理解。相比于在课堂上

依靠教师用粉笔将之画出，这种呈现方式所带给学生的感性更为

真实、具体，便于学生对光学知识的掌握。

（三）利用信息技术，优化物理课堂

1. 把握信息技术发展动态，积极引入新技术

互联网的官方权威网站，是了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情

况，以及物理发展新动态的重要途径，初中物理教师将其充分利

用起来，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开阔眼界，一遍于及时对教学手段

和教学案例进行处理。物理知识较为枯燥，案例教学的生动性足

以弥补这一点，加深学生对相关物理规律的理解与探究兴趣。

例如：将“嫦娥玉兔号”上天这一事件，作为教学案例引用

到初中物理课堂，借助时事激发学生学生兴趣、渗透德育教学。

首先，将具有典型意义的相关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从而激

发学生对教学案例的思考兴趣，强化师生互动。初中生好奇心强烈，

人们对太空的新探索是他们所关注的新生事物之一。教师可以以

万有引力定律来解释“嫦娥玉兔号”发射原理，帮助建立对万有

引力定律的感性认知的同时，树立对物理知识应用意识。

其次，以这一外有引力定律的应用案例为基础，引导学生进

行知识拓展，掌握一类问题的探究和解决方式。教师可以利用信

息资源库，来收集关于万有引力的应用新场景，为学生设计练习

习题，让他们通过类比来开展对物理知识的深度学习。

最后，这些为学生制作生活化物理学习案例，可以上传到教

学库中，为学生提供可共享、可观摩的教学资源，辅助学生在课

下进行自主学习，对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进一步优化。

2. 借助信息技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初中物理教师可以利用 QQ、微信、电子邮件等网络技

术进行教学心得与经验方面的交流。比如，组建物理教研小组，

将组内交流扩展到线上，使得教师之间的交流更为顺畅和便捷。

其次，通过网络渠道，教师还可以对优秀教师的经典教学案

例进行收集，借助他人的实践经验来提升自身物理教学能力。比如，

参与教育类网上论坛，积极的与同行就相关物理教育问题展开讨

论，了解比较前沿的教育思想、理论以及方法，从而达到激发自

身发散思维、开阔自身眼界的目的。

最后，积极推动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建设，提升教学实施效果。

实验教学是物理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学设计的亮点

所在，有效促进了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从日常教学工作方面来说，初中物理网络化实验课程的建设，

推动着教学资源库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就学生日常生活而言，网

络化实验课程建设，为学生借助手机 APP、博客、微信公众号进

行课下学习提供了方便。

四、结语

总而言之，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课堂的应用，需要在充分考

虑学生学习需求和教学大纲要求的基础上，对教学实施的手段和

教学资源进行创新，通过线上与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提升学生

物理知识应用能力和学习能力。信息化教学目标与相关标准的拟

定，应体现现代初中物理教育特色，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在沟通交流、

知识呈现、信息检索方面优势，从而更好的落实物理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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