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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环境下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杜春晓

（江苏省溧阳市第六中学，江苏 溧阳 213300）

摘要：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初中物理课堂教学的模式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初中物理是专业知识较多的课程，对学生

的理解能力与知识转化能力是一个挑战。信息化技术的出现，让物理课堂知识更为具体化、信息化。对教师而言，信息化课堂可以让教

学范围更为广泛，让教学形式更为丰富；对学生而言，信息化课堂的教学内容新颖、与时俱进，让抽象的物理知识变得形象具体，将枯

燥的课程知识变得灵活有趣，该教学模式更符合初中年龄段学生的喜好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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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中的很多知识都是具备规律性的，教师很难用口述形式讲

解全部内容，有些教学可以借助实验讲解，有些教学内容就需要用

图片、图像、表格，甚至有些需要视频进行演示。在信息化环境下

的物理教学课堂中，这些形式的教学方式基本都可以满足。除此之

外，信息化教学模式可以改变以往注重结论知识传授的弊端，让过

程推理、过程演示成为教育中的重点，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主的教学

模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一、信息化环境对初中物理课堂的价值

物理课程本身就是一门专业程度高、涉及内容广泛的学科，

物理的专业知识多数较为抽象，且很多知识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需要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物理知识，同时还要将物理知识进

行系统化、结构化总结，这对学生的思维逻辑与知识整理增加了

一定难度。在信息化环境下，教师可以利用信息化时代的高新技术，

一方面丰富教学知识内容，教师将互联网收集的扩展知识用多媒

体设备展示，将较为抽象的物理知识通过图表对比、视频等形式

转化为立体化形态；另一方面实现教学手段的更新，信息化环境

的课堂中具备信息化、现代化的设备，这些设备可以让原本单一

教材式的教学课堂变得丰富、生动、灵活，让学生在教师创设的

教学情境中自由想象、自由探索。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学生从外界获取的知识越来越丰富，

假如教学课堂不紧随前进的脚步，不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改革教

学内容与方式，就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这样学生势必会

被外界环境所吸引，难以对课堂学习提起兴趣。因此，初中物理

课堂利用信息化环境教学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信息化背景下课堂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改革积极性较低

目前很多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不发达的教师以及很多较为年长

的教师对信息化环境的教学模式与工具使用积极性较低，对改革

教学理念与教学形式的参与积极性较低，这就导致在信息化教学

工具使用初期，学生出现不适用状态时，教师便不再坚持使用，

仍沿用自身传统教学模式。传统教学中是以“教师讲讲讲、学生

听听听”的形式展开，学生面对的是大篇大篇的理论知识，难以

形成形象化记忆。

（二）教育资源落后

目前教育事业中仍面临教育资源分配不充分的难题，很多学

校因经费不足无法引进先进的教学工具，教育资源落后，导致教

学质量难以全面提升。有些学校引进部分设备后，在学校缺少可

以合理、有效利用教学设备的教师，从而导致信息化设备的使用

效率下降，导致很多设备资源的浪费。

三、信息化环境下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模式

（一）创设虚拟情景，增加体验感

初中阶段的很多学生本身思维就比较发散，对外界新鲜事物

的接受程度与喜爱程度较高，因此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学生这一

心理特征，采用丰富、多样的信息化教学工具，为学生创造出教

材中的虚拟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增加体验感，从而拉近学生与

物理知识的距离。

例如，在学习“噪声”这一课时，我便准备了不同类型的声音，

在上课一开始我便播放了“铁皮刮玻璃”和“敲击音叉”的声音，

学生听到铁皮刮玻璃的声音会感觉很刺耳、不舒服，心情会变得

比较烦躁，而听到敲击音叉的声音时会感觉很悦耳、动听，这时

学生初步了解噪声与乐声的区别；接着利用多媒体播放一段音乐，

和一段在繁忙路口来来往往各种车辆与人流的声音，此时学生能

够快速区分两张声音的类型，这时学生对噪声的了解兴趣比较高，

可以顺势一起分析噪声在生活中的来源，有的学生说有交通车辆

的噪声，有的学生说有施工建筑的噪声，有的学生说有很多人都

在说话的噪声，有的学生说机器运转的噪声……接着让学生通过

自己的切身体验来说明噪声产生的危害，可以从噪声的大小与危

害的关系进行讲解。但由于很多学生初次接触噪声，只能感受噪

声对人们心情的影响，这时可以向学生说明，除此之外，噪声还

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如喷气式飞机在工作

时发出的声音可以将周围建筑物的玻璃窗震裂。此时学生处于对

“噪声”的了解兴趣氛围中，对关于物理知识的内容想要全面掌握，

教师可以播放噪声的危害与如何进行控制噪声的相关视频，让学

生在课堂获得扩展性知识。

（二）抽象内容直观体现

初中阶段的很多物理知识本身就比较抽象、难理解，在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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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新知识与新概念时，学生如果难以用空间想象力将其转化与

吸收，很容易出现学了“芝麻”忘了“西瓜”的情况。信息化技

术设备可以将抽象、繁琐的知识内容直观化，让学生能清楚明白

各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降低学习难度。

例如，虽然学生在生活中遇到过水的各种形态，但难以将其

联系起来。因此，在学习“水循环”这一课时，我便利用信息化

设备向学生展示水在大自然中的变化，对水循环进行进一步观察、

审视。首先我展示了云、雨、雪、霜等各种水形态的图片，同时

告诉学生：“云朵形状各异，雨水时而悄无声息、时而瓢泼倾盆，

雪花让大地银装素裹，这些现象虽然千变万化，但是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水，水不仅可以变成云朵、雨水、雪

花等，还可以化成雾、霜、露等，那么水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水滴的故事。”接着播放视频《小水

滴的故事》，在视频里小水滴以自我介绍的形式，讲解自己从“小

小的水珠 - 云 - 雨 - 溪水 - 海水”的过程，通过视频的讲解，学

生对“小水滴”的理解变得直观、有趣，节省了教师很多口头讲

述的时间。然后我便提问：结合刚才小水滴的自述，请回答几个

问题：

1. 云的组成和形成过程是怎样的？

2. 雨和雪是怎么样形成的？

3. 空气中的水蒸气主要来源于哪些？

通过动画视频将水循环的过程生动演示出来，学生在这个过

程中能够将水循环的知识建立起概念，降低理解难度，从而提高

学习效果。

（三）利用信息化技术增强互动

我们知道，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存在很多优势，对于学生

来说，互动形式可以让自己的思路跟上教师的进度，在互动中一

边思考一边观察，从而能阶梯性掌握知识；对教师来说，互动形

式可以了解学生当下的认知水平并根据学生当下情况，通过互动

将各个问题与知识串联起来，带领学生跨越一个个难题。

例如，在教学“运动的相对性”这一课时，我首先播放一段

行驶中的火车视频，视频中两个人分别坐在火车的左右两个靠窗

的座位上，右边的人看着窗外另一个轨道中行驶的火车，说：“火

车根本没动，另一辆火车的窗户一直是对着我的，说明火车还停

在站台上。”左边的人看着窗外的站台说：“火车终于开动了。”

观看完毕后我询问学生：“视频中谁说的是对的呢？怎么判断物

体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呢？”这时学生分别讲述自己的观点并说

明观点是否成立的理由。然后引导学生思考问题：“视频中的人

们都坐在火车里，可以看到路边的树木在不停后退，但是另一个

轨道上的火车却没有动，这是为什么呢？”这时引入运动相对性

和参照物的概念，让学生根据视频中的运动总结出概念。接着播

放《刻舟求剑》的动画视频，和学生一起分析里面涉及到的物理

知识，并让学生思考剑相对于河岸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舟相对

于河岸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先以视频

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边观察边思考，师生互动贯穿其中，让教

学过程有动感。

（四）利用信息化技术扩展知识面

初中阶段的物理教学中涉及到很多实验类的教学，但由于多

种因素的限制，导致学生难以亲眼见到或亲手接触，而信息化技

术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将相关实验的视频或演示图采用信

息化设备进行播放，让学生将书本上静态的文字教程转变为动态

的实验操作，从而帮助教师解决实验教学部分的空白，优化教学

形式，教学直观又高效。

例如，在学习“物体形态变化”之后我便向学生讲解一些生

活中常见的与物体形态变化相关的现象，如：“很多学生平时在

家时也有过帮助家长做饭的情况，在烧水或煮食物的时候，很容

易因为不小心被喷出来的水蒸气烫到，这时感觉喷出来的水蒸气

比烧开的热水烫伤的长度严重，同学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接

着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液化与汽化的演示视频，向学生讲解烧水

时的水蒸气变成水时要释放大量的热量，也就是物理中说到的液

化放热。如：“夏天的时候同学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当自来水

管壁出现水珠时，大多数都是要下雨的征兆。管壁上面的水珠并

不是水管渗漏出来的水，而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如在煮食物时

并不是火越烧越旺，因为水沸腾后的温度是不变的，加大火力只

会加快水的汽化，并不能提升温度，因此只要调整小火保持水沸

腾就可以。这些都是生活中经常见到到容易被忽视的物理现象，

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关演示视频，让学生更清楚其中的原理，

从而加强学生在生活中对物理知识的运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正处于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的技术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捷，也给教学课堂带来了很大改变。相较于

传统教学模式，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丰富、

灵活，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资源更为丰富，教学手段更为

灵活，学生学习起来也更容易很多。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把

握好信息化环境的优势，将其充分利用在教学课堂中，利用信息

化工具为学生创建学习情境，加深学生体验感，将抽象、难懂的

知识变成直观、灵动的动画，让学生通过动画演示看到形象、立

体的物理知识，从而不知不觉中掌握物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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