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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信息技术与高中物理整合策略探究
聂元斌

（山东省定陶区第二中学，山东 菏泽 274100）

摘要：在大数据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教育部门将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视为一个热点话题。信息技术已作为一种重

要的教学手段在如今的教育工作中发挥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没有的优点和优势。如插入动画和视频，使以往枯燥无味的物理课堂增强了真

实感和趣味性，运用信息技术于物理课堂教学化解了教学难度，提高了物理课堂的教学效率等等。许多中学教师已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信

息技术这——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但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地区，学校不支持上信息技术课程，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也不愿意运用信息技术，

多媒体教学没发挥其应有的效果。鉴于此，本文立足高中物理教学实际，对信息技术与物理教学的有效融合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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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准定位教学步骤，创设学多元情景

课堂学习氛围对学生专注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教师要汲

取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有效部分，在加深学生物理知识印象同时感

受物理世界的乐趣。教师可以使用信息技术来构建与学生互动的

平台，为学生构建高效、有趣的学习环境。信息技术可以有效地

支持教育活动的发展，并为各种教育形式提供基础。

在信息技术与教学活动的融合中，教师应注重分析教学的各

个阶段，例如预习讨论环节、情景体验环节、问题解决环节。首先，

教师要结合信息技术，创设多元物理情景，借助独特的图片、视

频和音频可创建丰富、生、逼真的教学场景。通过创建实际场景，

学生可以更轻松地获得知识和技能，并增强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

在创建情境时，我们必须紧跟教学内容，使信息技术的导入更加

生动有趣，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例如，在进行《使用牛

顿第二定律解决问题：超重和重力》知识讲解中，教师使用视频，

重现宇航员在太空飞船上漂浮的有趣现象，并提出：“如果同学

们在飞船中失去了重力，螺母会在宇宙飞船中漂浮吗？”学生不

仅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而且还让学生带着疑问进入课堂，以调动

其学习积极性。

二、引入讨论环节，搭建交流平台

与静态文本和图片相比，物理教育中的视频和动画对学生更

具吸引力，可以使学生保持更长的兴趣并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动画元素在物理教育中具有很大的优势，教师应预先合理安排课

件中的视频元素，并应注意视频时间的分配和视频内容的合理性。

在呈现视频环节，动画可以生动地模拟抽象的物理过程，更方便

学生理解和记住，这时教师要注意的是动画内容应搭配相应的教

学或实验内容，文字、动画元素的布局应合理有效，不要因使用

过多而引起学生分心。

信息技术的引入为学生建立了一个通过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的学习平台。学生可以使用信息技术来查找和收集相关的知识和

技能，可以使用模拟软件来模仿一些物理实验，教师可围绕教学

活动来组织学生探究与体验这些物理的定义的起源，信息技术为

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可能性。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增强学

生的传统被动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沉浸”在物理世界中，

给学生带来难忘的学习体验，增强他们对知识的记忆并发挥其物

理潜能。例如，在讲解《力合成与分解》类中，可以使用动画视

频模拟物理实验，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力的合成和分解力，讨论

合力与分力间的变化关系，在小组协作中获取知识、解决问题，

体验物理学习的乐趣。

三、预习成果展示，拓展学生思维

在信息技术教育环境中，学生可以比以往更轻松地进行交

流、评估和反思。教师可鼓励学生利用多媒体技术创建演示文

稿，在课堂教学中向其他筒靴报告和展示他们的发现，使用信

息技术与他人进行问题讨论，更及时的沟通与解决预习中发现

的问题。

例如，在讲解《超重与失重》这部分知识时，教师需要引导

学生依据加速度的方向，掌握判别超重和失重现象的方法，并使

用 Flash 动画来模拟电梯超重和航天失重场景，以这种方式使用信

息技术，能够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在大屏

幕上投影真正生活中的电梯超重场景，并且在进行解释和操作时，

让学生可以最直观，最清晰地理解知识并加深其印象。此外，在

习题课中，教师可以使用多媒体投影向学生展示出具有代表性问

题的试卷，以帮助学生理解正确的答题思路，给予学生视觉上直

观的感受与体验，可以有效减少学生再次犯错的机会。在信息技

术与课堂教学的整合过程中，教师使用信息技术使学生从知识学

习过渡到能力训练，从而为学生创建一个参与课堂的平台，让学

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向主动锻炼能力，以满足不同学生能力、思

维的实际需求，进而有效地提高其提高学习效率。

四、结语

总之，教师应当辩证地看待传统教育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

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信息技术的在物理教学中可以尝试多样化

的运用方式，并没有固定的教学方法，无论是传统教育还是信息

教育行使，其本质都是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服务。多媒体

不能替代传统的黑板，而 Flash 动画、微课视频也不能替代实际的

动手实验。故教师要抓住信息技术与物理教学的契合点，以信息

技术教学形式实增强学生的课堂体验，并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

当传统教育和信息技术相互融合并发挥各自的优势时，才能顺利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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