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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预习反馈数据优化普通高中物理教师备课行为的
实践研究

吴　敏

（南京市高淳区湖滨高级中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在大数据无处不在的时代，将大数据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来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是有必要且有深刻意义的事。笔者立足教学一线，

结合查阅资料、问卷调查充分了解了物理备课现状和大数据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现状，认为基于预习反馈数据来优化普通高中物理教师

备课行为是可行的，在此基础上，笔者以所在高中所带班级为例，针对如何基于预习反馈数据优化普通高中物理教师备课行为进行了具

体的实践探究，力求改变普通高中物理教师基于经验的传统备课行为，提升备课效率和备课精准度，从而优化普通高中物理教师备课行为，

探索出普通高中物理教师精准备课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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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通高中物理教师备课现状

笔者在从事物理教学过程中发现目前教师备课主要有两大困

难：一方面，目前教师备课行为往往都是在备课组一次备课的基

础上进行二次备课，而因人而异、因班而异的二次备课往往是基

于班级的普遍认知而进行的，通常是较好的班讲的深一点、较差

的班讲的浅一点，从经验来看，这大体是没错的，但“较好”“较

差”这其中主观影响很大，尤其是带平行班级，往往很难分出“好”

与“差”，那水平差不多的班是不是讲一样的就合适呢？很显然，

从研究者教学经验来说，水平差不多的班讲的内容和方式也应该

是有一些区别的。以往是主观判断作调整，或者一个班上完进行

调整，但调整对下一个班级还是缺乏了一定的针对性。另一个方

面，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花很久来思考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即

使设计如何完美也恐难以周全，倍感辛苦。以往也有教师试图用

预习题来了解学情从而更有针对性、更高效备课的一些做法，但

由于彼时各方面技术等客观因素导致教师工作超负荷而最终作罢。

目前，“大数据”技术日趋成熟，逐步被应用于教育教学，就我

校来说，智学网的手阅和网阅系统的技术加持可以很好解决收集

数据的困难。搭上“大数据”的顺风车来优化物理二次备课行为，

也许是精准高效的备课新方式。

二、基于预习反馈数据优化普通高中物理教师备课行为的实

施原则和实施步骤

（一）实施原则

发挥学生主体性，尊重学生自身发展规律的原则。新课标指

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依据教材教参，更应

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情，充分尊重学生发展的规律，针对不同班

级的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普通高中学习的学

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学能力，在预习过程中对即将学习的内

容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这些理解无论对错，对于教师的备课都

很有意义。

（二）实施步骤

下面以新教材必修一第四章《运动和力的关系》第六节《超

重和失重》为例，详细讲述如何具体实施：

1. 基于预估学情的预习题编制。仔细研读教材、教参，把握

本节重难点，明确本节学习目标，结合学生目前的学习能力编制

预习题如下：

一、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对的涂“A”，错的涂“B”.

1、超重就是物体受到的重力增加了 .（　　）

2、物体处于完全失重状态时，物体的重力就消失了 .（　　）

3、物体处于超重状态时，物体一定在上升 .（　　）

4、物体处于失重状态时，物体可能在上升 .（　　）

二、主观题

5、质量为 50	kg 的人站在电梯内的水平地板上，当电梯以大

小为 0.5	m/s2 的加速度匀减速上升时，人对电梯地板的压力大小

为 ________	N（g 取 10	m/s2）.

2. 基于学生预习题完成反馈的数据分析。通过智学网手阅系

统制定答题卡（如图（1）），让学生在预习过程中完成。批改后

通过扫描采集数据（如图（2））。通过数据反馈可以清楚知道班

级学生的预习情况：对于超重和失重的现象认识不充分，应用牛

顿定律的能力不足。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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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数据矫正备课内容。从数据分析得出的学情来看，学

生对于视重认识模糊，对于超重和失重的现象也无法准确判断；

同时学生对于受力分析以及牛顿定律掌握不到位，导致无法运用

牛顿定律进行超重还是失重的分析，所以备课时教学设计要调整

包含如何清晰地帮助学生认识视重建立起超重和失重的概念、重

点示范受力分析的过程以及如何运用牛顿定律分析超重和失重问

题。

4. 基于矫正备课后的课堂实践和课后练习检验研究成果。

（1）针对学生预习暴露的问题，在课堂上做了以下处理：

①对失重认识模糊不清导致无法建立超重和失重的概念

借助于台秤，让某位学生完成静止站立、下蹲、起立等几个

动作，同时将台秤示数投影在白板上，方便全班同学参与观察记

录数据。学生通过观察发现在静止站立、下蹲、起立时台秤显示

的数据不同，接着教师可以提出疑问：在该同学完成上述动作时

体重变化了吗？让学生按平时的分组进行小组讨论，最后得出了

两个结果：一部分学生认为变了，因为台秤数据变了；另一部分

学生认为没变，因为该学生质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变化且台

秤所处位置的重力加速度也是一定的，根据 G=mg 知重力没有变化。

显然体重不变是正确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台秤示数测的不

是体重，那实际测得是什么呢？有的学生会很快反应过来，从受

力角度去分析寻找答案。请学生上讲台画出人在台秤上的受力情

况，清楚得出，受竖直向下的重力和台秤对人竖直向上的支持力。

既然一个人完成静止、下蹲、起立时的重力不变，那变得就是台

秤对人的支持力了，根据牛顿第三定律可知，人对台秤的压力和

台秤对人的支持力是等大的，那么台秤实际测量的是人对台秤的

压力。我们把这个看到的“重”称为视重，所以实际上并不是重

力。学生理解视重后，进一步的得出：视重大于重力就叫“超重”，

视重小于重力就叫“失重”。如此一来，“超重”和“失重”的

概念就顺利建立起来了。后面介绍“完全失重”时，学生很快就

知道“完全失重”不是指重力消失，而是作用于物体上向上的力

为零。

②受力分析步骤不熟练导致受力分析不准确以及牛顿定律运

用生疏导致不会从受力角度分析超重和失重的问题

复习受力分析的步骤，让学生自行画出学生在台秤上完成

静止、超重、失重三种情况下的受力分析图。教师给学生示范如

何应用牛顿第二定律：由受力分析找到合力的大小及方向，根据

F=ma 得出，物体在超重失重时的加速度情况，从而总结出超重和

失重的特点：物体超重时具有向上的加速度，失重时具有向下的

加速度，完全失重时，加速度等于重力加速度。再在例题讲解中

重视示范的完整性和规范性，使绝大多数学生能够运用受力分析

结合牛顿定律分析有关“超重和失重的判断”“超重和失重的计算”

的两类问题。                                      

（2）关于超重和失重的计算问题，预习与课后练习反馈对比

如图（2）所示，发现课后作业除了部分学生因没有步骤或者分析

不到位没得分外，大部分学生完成度高，可见基于预习反馈数据

有针对性的备课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图 2

三、基于预习反馈数据优化普通高中物理教师备课行为的实

践成效及反思

自采用新教材以来，笔者一直采用这样的备课模式，借大数

据的东风，可轻松、及时、准确地摸清学情，因班施教、因人施教，

可操作性强。参考历次月考情况，所带普通班屡屡排平行班的第一、

第二，成效显著。在两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一线教育教

学搭上大数据的顺风车，教师更省力，学生更轻松。未来，教育

教学领域在大数据的辅助下必然会有新的突破。

当然，笔者在实践过程中也深刻体会到，数据易得，分析数

据更重要。由实践可知，在享受大数据带来的红利时，必须头脑

清醒，大数据虽助力教育教学，引发了教育变革，但其本质是工具，

可以依靠，但不可依赖。平台呈现的数据只有结合学生的个因才

能真正发挥效用，用心了解每一位学生，仍是做好一线教育教学

的重中之重。

总之，只有合理使用大数据，“电脑 + 人脑”两者结合，才

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开辟教育教学新天地，实现教育教学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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