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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理念下的高中物理教学实践探究
杜　颖

（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江苏 徐州 221121）

摘要：随着“互联网 +”教育理念的提出，信息化教学成为高中物理新课改的风向标，有利于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大大提升了学生物理学习能力。高中物理教师要秉持多元化教学理念，运用微课创设趣味实验教学情境，全方位展示实验步骤，提升学

生实验操作能力；开发互联网物理教学资源，搜集典型例题和航天知识，丰富学生物理知识储备；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激发学生物理学

习兴趣，打造智慧课堂；建立班级物理学习微信群，科学指导学生课下学习，全面提升高中物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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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教育模式开启了课堂教学改革新篇章，为广大

教师提供了海量教学资源，优化了传统信息化教学模式，逐步把

微课、线上教学 APP 和绘图软件等融入教学中，为减负增效奠定

了扎实基础，有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能力。高中物

理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积极学习微课制作、线上教学等新教学

模式，主动开发互联网优质教学资源，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对教材教学内容进行拓展，大胆尝试线上直播教学，引导学生利

用手机、平板电脑等上物理课，精心设计线上连麦互动、线上测试，

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做好线上和线下教学衔接，为学生

推荐物理相关微信公众号，鼓励他们自主探究课外知识，从而提

升高中生物理学习能力。

一、“互联网 +”理念下高中物理教学现状

（一）信息化教学工具比较单一

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实施，很多高中物理教师都

在使用多媒体开展教学，主要以 PPT 为主，微课、线上教学、物

理实验 APP 等信息化教学工具使用频率比较低，没有真正发挥出

“互联网 +”教学模式的优势，也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例

如教师在摩擦力教学中，只是利用 PPT 演示物体受力分析图和相

关概念，忽略了运用微课演示物体在运动过程中的受力情况，课

后作业以计算类练习题为主，忽略了运用微信布置实验类作业。

（二）信息化教学没有延伸到课外辅导中

高中物理包括了力学、机械、电学和电磁学等内容，学习难

度比较大，很多学生都面临课下自主学习难的问题，但是物理教

师却忽略了利用信息技术指导学生课下复习，无形中影响了学生

自主学习效果。例如部分教师只是搜集典型例题，布置书面作业，

没有根据教学内容制作复习微课，对单元学习重难点的讲解不太

深入，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导致很多学生无法独立完成

作业，不利于提升学生物理成绩。

（三）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推广不太顺利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互联网 +”教育最重要的教学理念之

一，虽然部分高中物理教师在积极推广这一新模式，但是教学效果

却差强人意。部分教师对线上线下教学时间分配不太合理，线上教

学所占比重较高，线下无法对重难知识点进行深度讲解，影响了学

生物理课学习效果。部分教师对线上教学APP操作不太熟悉，线上

互动、线上测试环节设计不太合理，缺乏有效的线上师生互动，难

以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影响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质量。

二、“互联网 +”教育模式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优势

（一）有利于丰富物理课教学内容

高中物理包含大量计算推理公式、概念和实验，静态的教材

插图和实验内容介绍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可以运用信息

技术开展教学，例如运用微课演示实验操作流程，引导学生根据

视频提炼实验操作步骤、注意事项，方便学生回看实验视频，提

升实验教学质量，还可以搜集互联网优质教学资源，展示物理在

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通信等行业的广泛运用，既可以对教材内

容进行拓展，又可以丰富学生物理知识储备，有利于提升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改变学生物理学习方式

“互联网 +”教育模式改变了学生物理学习方式，为学生提

供更加优质的学习资料，满足他们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帮助他们

更好地掌握物理知识，从而提升其物理成绩。例如学生可以通过

互联网搜集物理实验相关视频，开展拓展性学习，进一步探索探

究性物理实验，了解物理知识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还可以关注

物理微信公众号，学习物理典型例题解题方法，汇总易错题型，

开展针对性复习，从而提升自己的学习效率。

（三）有利于优化课内外教学衔接

高中物理教师可以运用线上教学 APP 开展教学，积极推广混

合式教学模式，根据教学内容制作微课、编写线上测试题和互动

问题，做好线上教学准备。首先，教师可以运用微课导入新课，

引导学生根据微课提炼新课学习重点，引导他们讨论微课中提出

的问题，随机和学生进行连麦互动，激发学生线上互动积极性。

其次，教师要组织线上测试，检验学生线上学习效果，利用大数

据分析学生易错题，为线下精准教学提供数据，进一步促进线上

线下教学衔接。

三、“互联网 +”理念下高中物理教学策略

（一）微课融入实验教学，优化实验教学方式

实验是高中物理教学的重中之重，也是学生探索物理奥秘的

重要渠道，因此，教师要不断优化物理实验教学模式。例如教师

在讲解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规律这一实验时，可以运用录制

实验过程，对实验操作难点进行文字说明，提前把微课下发给学

生，方便他们提前了解实验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在微课中可以

介绍电源、导线、打点计时器、砝码、带滑轮的长木板等实验器

材，并演示这些实验器材组装方式，并画出相应的实验器材装置

图，方便学生记忆实验器材组装流程。其次，教师要在微课中重

点演示实验过程，先把一端带有滑轮的长木板放置在实验台上，

让滑轮伸出桌面，把打点计时器固定在木板另一端，连接好电路，

把打点计时器纸带穿过小车一端，另一端则系在砝码上，再把小

车摆放在打点计时器的位置，最后接通电源，快速释放小车，小

车到达终点后关闭电源，实验中可以尝试改变砝码重点。学生可

以参照微课进行实验练习，在视频的帮助下快速梳理实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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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实验操作难点，绘制出 v—t 图像，归纳出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提升个人物理建模能力和实验操作能力。

（二）搜集互联网优质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高中物理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积极开发互联网优质物

理教育资源，并把这些优质素材融入教学中，丰富学生物理知识

储备，构建数字化教学模式，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例如教师在

讲解万有引力定律相关知识时，可以搜集航空航天相关新闻，让

学生了解物理知识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广泛运用，并把这些新闻制

作成 PPT，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满足学生求知欲。第一，教师

可以搜集神舟十三号、神舟十四号、火星探测、月兔号等相关新闻，

精心制作相关微课，运用精美的视频展现祖国航天事业的崛起，

积极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并把这些资源分享到学校线上教学

平台，方便学生下载学习，同时方便本校物理教授使用，进一步

提升物理信息化教学水平。例如教师在微课中可以介绍载人飞船

发生过程，太空核心舱内部结构，让学生了解太空失重环境在物

体运动、压强等的变化，激发学生物理学习兴趣。第二，教师可

以运用互联网搜集近几年物理学业水平考试试题、高考物理试卷

等素材，并搜集相关知识点、设计变式题目，把这些典型例题转

化为电子版素材，分享到班级物理学习群，方便学生进行交流和

讨论，构建数字化物理习题库，提升物理教学质量。

（三）开展线上直播教学，打造物理智慧课堂

高中物理教师要积极推广线上教学，运用智能化教学 APP 开

展教学，促进线上线下教学融合，解决学生课下自主学习难题。

例如教师在讲解机械能守恒定律相关知识时，可以开展线上教学，

可以线上播放中国健儿在东京奥运会上举重和跳水视频，引导学

生分析这两个运动中的重力势能、弹性势能和动能之间的转化，

并把视频分享给学生，指导学生课前预习，为后续线上教学做好

准备。首先，教师可以在线上教学中带领学生回顾视频内容，并

鼓励他们画出运动员运动过程分析图，营造良好的线上互动氛围。

例如学生可以画出跳板运动员受力分析图，运动员在跳板上弹起

的过程中，跳板的弹性势能转化为运动员的动能，这一过程中弹

力做功，让运动员在空中做出漂亮的姿态，掌握机械能守恒相关

概念。其次，教师可以设计线上互动问题，例如自由落体运动中

能量是怎样转化的？竖直向上抛球运动中能量的转化情况是怎样

的，鼓励学生在线上教学中畅所欲言。有的学生认为自由落体运

动中，随着物体逐步下落，高度逐步减小，重力势能也在逐步减小；

有的学生认为在竖直上抛运动中，先是物体动能逐步减少，重力

势能增加，然后重力势能减小，动能增加。学生课下可以自主回

看物理线上教学视频，进行线上练习，针对自己的知识短板进行

针对性练习，进一步提升自身物理学习能力。

（四）引导学生在互联网环境中完成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环节是“互联网 + 教育”模式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也是这种教学模式的核心。“互联网 + 教育”模式使得学生的学

习范围、学习空间以及学习渠道得到拓展。利用互联网 + 教育模

式开展高中物理教学活动不仅能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还能使学生在系统性学习模式中逐渐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首先，

教师在每节课开始之前应该为学生设计学案，使之成为引导学生

完成自主学习的主线。在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环节，教师可以利

用微课的形式为学生设计疑问，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学生对物理课

程的学习兴趣激发出来，并在微课中为学生讲解一些重难点以及

自主预习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 + 教育”模式下，

每节微课的时长应该尽量控制在 5 分钟之内。教师可以在微课中

融入一些图片、动画或者视频等形式的教学资源。教师可以为学

生提供 15 分钟的自主学习时间，当学生完成预习，教师开启下一

个教学环节，也就是对预习成果进行检测。互联网会自动对学生

的预习情况进行评估，课堂检测的结果可以作为教师开展教学活

动的主要依据。例如，教师讲解到“运动的描述”这个部分时，

教师可以将本章节的知识点总结下来，将其融入微课当中，比如，

时间、位移与加速度的概念、影响物体运动速度的因素、匀变速

直线运动的图像等。学生在 15 分钟内进行自主预习。预习环节结

束，学生需要通过互联网进行测试，形成预习反馈结果。

（五）微信指导课下复习，提升学生复习质量

物理教师要积极成立微信群，一方面可以为学生推荐优质微

信公众号，满足学生物理课外探究性学习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促

进学生交流，鼓励他们在微信群探讨物理学习难题，营造良好的

班级物理学习氛围。首先，教师可以积极搜集优质物理学习微信

公众号、学习资料和趣味物理实验视频等相关资料，并把这些优

质学习资源推送给学生。例如教师在讲解电磁波相关知识时，可

以搜集相关微信公众号，介绍电磁波在手机通信、卫星导航等领

域的运用，并推送相关科普视频，让学生在手机上就可以学习电

磁学相关知识。其次，教师可以在微信群分享近期错题，鼓励学

生线上讨论这些题目，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解题思路，帮助学困生

克服物理学习难题。优等生可以解决其他同学的疑问，并提炼出

题目中蕴含的相关物理知识点，引导物理学困生找到教材上的对

应内容，夯实学困生物理基础，帮助同学解决作业错题或作业难题。

此外，物理教师可以定期在微信群分享实验视频、优质物理作业

等学习资源，为学生树立良好学习榜样，解决学生在微信群内提

出的问题，让他们随时随地享受专业的课下辅导，提升复习课教

学质量。

四、结语

高中物理教师要积极应对“互联网 +”时代挑战，积极学习

信息化教学模式，构建智能化、数字化教学模式，运用微课开展

实验教学，全方位展示实验过程，指导学生课前预习，开发互联

网教学资源，构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积极推广线上直播教学，运用线上连麦互动、线上测试等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建立微信学习群，把教学延伸到课下，为学生提供

便捷化服务，督促他们积极进行课外探究，全面提升物理课堂教

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梁春梅 .“互联网+教育”模式下高中物理教学实践探究[J].

新课程，2021（41）：145.

[2] 陈龙 .“互联网 +”理念下的高中物理教学模式探究 [J]. 考

试周刊，2021（65）：112-114.

[3] 孙冰卉 . 核心素养教育理念影响下的高中物理教学实践探

究 [J]. 学周刊，2021（32）：133-134.

[4] 许步楼 . 基于学生综合思维能力培养的高中物理教学实践

探究 [J]. 数理化学习（教研版），2021（08）：11-12.

[5] 游昉群 . 微课教学，提质增效——利用微课辅助高中物理

教学的实践探究 [J]. 求知导刊，2021（17）：7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