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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初中物理教学效率的一点体会
李　曜

（安徽省蚌埠第六中学，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现阶段，互联网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促使了信息化技术与各个行业实现深度融合。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有效融合，能够创新

当前学科教学模式，切实提升各个学科的教学质量，因此，初中物理教师就能借助互联网来创新自身的教学形式，积极构建高效课堂，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手段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以此来为自身的教学工作增添助力。基于此，本文首先对信息技术对初中物理教学改革工

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探究，进而分析了在当前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的融合现状，最终提出了如何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优化

初中物理教学工作的具体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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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时代，科技成为助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动力，

现代信息技术集成了视频处理、图像处理、语音处理等功能，具

有极强的现代化特征。通过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教师能够快速整

合信息化教学资源，结合教学大纲和学生需求，合理加工、控制

和存储教学资源，便捷地完成教学设计，优化教学资源配合。从

学科特点看，初中物理学科逻辑性和抽象性极强，再加上拥有庞

大和复杂的知识结构，学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在初中物理课堂中，

通过融合信息技术手段和资源，教师能够整合教学内容与信息资

源，推动数学教学向信息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借助各种生动图

画和视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基于多元化信息技术资源，

如课件、教案、习题库、微视频，教师可开辟多元化的习通道，

营造生动、和谐、有趣的课堂氛围，简化物理问题，帮助学生理

解和掌握物理知识。

一、初中物理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价值

（一）有利于突破教学重难点

初中物理概念和公式比较抽象，很多概念都是不可见的，很

多学生不太理解这些概念和公式，影响了他们的物理学习质量。

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让抽象的物理概念和公式具体化，让学生

在情境中理解理论知识，夯实他们的物理基础。例如教师在讲解

电流和磁场相关知识时，可以运用微课呈现电流与磁场的相关动

画，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电流和磁场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提升物理理论模块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信息技术改变了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方式，可以将原本抽象与

复杂的物理知识变得具象化与简单化。教师在信息技术手段的帮

助下能够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课堂情境，进而加强学生对物理知识

的掌握程度，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物理核心素养。首先，物

理教师利用短视频开展实验教学方式，慢动作回放实验操作步骤，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他们沉浸在探索物理知识的海洋中，进一

步提升物理实验教学质量。其次，教师可以运用电子白板、互联

网开展线上教学，开展线上连麦互动、线上测试，创新师生互动

方式，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三）有利于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

初中物理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搭建起课内、课外衔接桥梁，

科学指导学生课下复习，解决学生物理学习过程中的困惑，进一

步提升物理教学质量。教师可以下载希沃白板优质教学课件、练

习题，把这些素材剪辑在一起，深入讲解重难点，并把这些视频

下发给学生，方便学生根据视频进行课下复习，提升他们的复习

质量。此外，教师还可以尝试线上直播教学，与学生进行线上互动，

向学生推动航空航天相关新闻，引导学生进行课外探究，进一步

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提升初中物理教学质量。

（四）有利于丰富师生互动形式

从本质上分析，初中物理教学工作可以看成是教师针对学生

生展开的物理知识活动。在以往的教学中，很多教师常会选择灌

输式的方式展开授课工作，师生间的互动深度、频率不足，教学

质量不高。同时，这样的教学形式很难凸显出初中生的物理课堂

主体地位，不利于提升初中物理教学效果。在互联网 + 视域下，

通过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初中物理教学有效性，能够逐渐打造一个

更为趣味、高效的课堂环境，将初中生参与到物理知识学习中的

兴趣充分激发出来，深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

升教学效果。

二、初中物理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现状

（一）信息化教学模式单一

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有条不紊地实施，大多数中学

信息化教学设备得到了完善，但是信息化教学设备应用程度比较

低，导致初中物理信息化教学模式比较单一。例如很多物理教师

只是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课件或相关视频，忽略了运用多媒体设

备剪辑短视频，没有把互联网优质教学资源转化为教育视频，也

忽略了开展线上教学，智慧课堂建设步伐比较缓慢，没有发挥出

信息化教学的优势。

（二）信息化教学设施有待完善

大部分学校已经实现了校园无线网络覆盖，为信息化教学奠

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学校信息化教学软件和硬件设施建设还不太

完善，制约了初中物理信息化教学的开展。例如学校计算机更新

换代不太及时，很容易造成线上教学卡顿，影响线上直播教学质量。

此外，部分学校只重视计算机、电子白板等硬件设施建设，忽略

了引进线上教学平台软件、组织信息化教学培训，信息化教育软

件基础薄弱，影响了物理课堂信息化教学质量。

（三）物理教师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

初中物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教师只掌握

了 PPT 制作技巧，还不能熟练操作电子白板开展交互式教学，也

无法独立剪辑微课视频。部分年轻教师虽然熟悉电子白板、物理

实验虚拟仿真软件操作，但是缺少教学经验，制定的信息化教学

方案不太合理，影响了信息化教学的有序开展，这也反映出初中

物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亟待提升，学校要进一步优化信息化教

学培训制度，摆脱目前的物理信息化教学困境。

三、初中物理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策略

（一）借助微课创设探究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初中物理教师可以运用微课创设探究性、生活化情境，把物

理学习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让学生主动探究情境中蕴含的物理

知识。例如，在讲解“牛顿第一定律”时，学生需要充分了解掌

握牛顿第一定律相关概念，并能运用已掌握的牛顿第一定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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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问题，以此有效增强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在

课前导入环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向学生播放划龙舟的微课视

频，他们通过观看视频不仅能激发其学习物理的兴趣，还能主动

探究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接着学生根据已有的物理知

识经验，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讨论，得出牛顿第一定律的概念以

及规律，最后在教学结束后，教师可以将教学过程制成微课视频，

分享到家长群组，便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复习、巩固本节知识，

进而强化学生物理学习效果。微课可以把生活情境融入物理课堂，

引导学生探究其中蕴含的物理知识，进一步促进学生理性思维发

育，提升他们的物理学习能力。

（二）利用电子白板开展教学，丰富课堂互动方式

希沃电子白板是一种全新的交互式教学工具，不仅可以为教

师提供海量优质教学资源，还支持动态化绘图、线上测试和留言

板互动，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开辟新渠道。例如教师在讲解《平

面镜成像》一课时，可以运用希沃白板开展教学，制定互动式教

学方案。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希沃白板播放平面镜成像实验过程，

结合视频为学生讲解虚像的含义，并利用电子白板演示不同距离

下平面镜成像规律。例如教师可以运用智能笔在电子白板上绘制

平面镜成像简易图，介绍不同距离对平面镜成像大小、正立还是

倒立图像以及图像的虚实，鼓励学生来完善平面镜图像演示图，

让他们参与到课堂板书设计中，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其次，

教师可以运用希沃白板演示利用对称法做出物体在平面镜中所成

的像，引导学生归纳出平面镜成像规律，让他们把成像规律转化

为思维导图，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有的学生认为平面镜

成像属于光的反射，物体在平面镜内成正立、等大、等距的虚像，

像的大小一致，左右相反。物理教师可以下载希沃电子白板上的

课件，动态化绘制思维导图，引导学生归纳重难知识点，进一步

提升物理教学质量。

（三）播放物理实验视频素材，培养学生科学精神

物理教师要积极搜集互联网优质教学资源，例如趣味物理实

验和智能化家用电器等，并把这些素材融入教学中，进一步培养

学生大胆质疑、主动探究的科学精神。例如教师在讲解《电生磁》

一课时，可以提前录制奥斯特实验操作视频，详细讲解实验仪器、

仪器连接方式和操作步，可以添加文字说明，把制作好的微课下

发给学生，方便他们提前了解实验内容。首先，教师可以先把滑

动变阻器、电池、开关和导线连接起来，把磁针固定在支架上，

慢慢把磁针靠近电流，观察磁针是否转动，可以调整滑动变阻器

位置，观察电流大小变化对磁针的影响，详细讲解每一个步骤，

方便学生参照视频进行练习，进一步提升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其次，

学生通过多次实验，推理出导线通电时磁针发生偏转，切断电流，

磁针恢复原位，这证明电流会影响磁场，改变电流方向时，磁针

向相反方向偏转，进一步论证了安培定则，可以用来判断电流方向，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科学推理能力和实验操作能力。初中物理教师

要积极搜集互联网优质教学视频，并在视频中增加文字，详细讲

解实验步骤，进一步规范学生实验操作步骤，全面提升学生实验

操作能力。

（四）开展线上直播教学工作，构建物理智慧课堂

初中物理教师要积极开展线上直播教学，运用智能化教学软

件开展线上互动、线上测试和教学评价，让学生参与到信息化教

学中，师生携手建设智慧课堂。例如教师在讲解家庭安全用电相

关知识时，可以运用智能化线上教学APP开展教学，提前录制微课、

设计线上互动问题和测试题，并把微课提前下发给学生，为线上

教学做好准备。第一，教师可以在微课中演示家庭串联和并联电路、

零线和火线辨别方法、检电笔的运用，把物理学习和生活紧密联

系起来，引导学生探究生活中蕴含的电学知识。例如教师可以结

合视频讲解家用电器电路连接方式、照明线路图，让学生辨析这

些电路图是串联还是并联电路，并鼓励他们设计家庭电路，进一

步激发他们线上学习积极性。第二，教师要及时和学生进行线上

互动，例如随机和学生连麦，让他们展示自己绘制的家庭照明线路、

插座线路，分享节约用电窍门，并鼓励其他学生进行补充，营造

良好的线上教学氛围，提升线上直播教学质量。第三，教师可以

设计选择题、电路图绘制和基础的电流计算等题型，让学生进行

线上测试，检验学生线上学习效果，为后续线下教学提供科学数据，

实施线下精准教学，提升初中物理教学水平。

（五）创设线上自学网络平台，完善知识体系架构

在当前互联网 + 视域下，若想提升初中物理教学的有效性，

我们应重视对初中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这样方可实现对其知识体

系的进一步完善，助力其养成良好自学习惯，这对他们后续长远

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此外，通过帮助初中生形成良好自学习惯，

能够使其更好地复习所学物理知识，这对其形成良好学习习惯、

提升物理综合素养有重要作用。但是，在以往的初中物理课堂，

很少有初中生能展开较为高效的初中物理自主学习，其原因在于，

他们缺乏一个优质的自学平台。在初中生自学物理知识遇到问题

时，他们难以在第一时间内将问题解决，这样除了会影响其自学

效率，还会对他们自学初中物理知识的心态产生不良影响，进而

严重阻碍了初中生完善物理知识体系的发展。为此，我们可以结

合本校实际情况，将信息技术融入到初中物理教学，通过创设线

上自学平台的方式，为初中生的自学活动提供便利。在初中生自

学物理知识遇到阻碍时，他们可以尝试将问题上传到线上平台，

而后借助同学、教师的力量将问题解决，这样方可保证其之后自

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为进一步拓展初中生的物理知识体系，

我们可以定期在自学平台上发布一些物理问题、课外知识，以此

为初中生的自学活动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助力其自学效果得到进

一步提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互联网+视域下，初中物理教师要与时俱进，

积极创新信息化教学模式，以构建物理智慧课堂为目标，积极学

习微课制作技巧，录制课前预习指导微课、演示实验微课，方便

学生参照微课开展自主学习，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同时，教师还要积极开发互联网教学资源，引导学生探究物理知

识在航空航天、生活中的运用，丰富学生物理知识储备，积极运

用交互式电子白板开展教学，引导学生整合新旧知识点，让他们

完善物理知识体系，提升其思维能力，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方便

学生利用碎片时间学习物理知识，让初中物理教学质量实现质的

飞跃。

参考文献：

[1] 罗勇 . 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合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J].

中国新通信，2022，24（02）：200-202.

[2] 陈亮 . 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的融合助推混合教学 [J].

教育传播与技术，2022（03）：48-50+62.

[3] 王建军 .“互联网 + 教育”模式下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有效

性探析 [J]. 中国新通信，2022，24（5）：224-226.

[4]宛文星 .“互联网+”背景下初中物理教学设计策略研究 [J].

考试周刊，2022（19）：127-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