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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合的问题及对策 
卜宁 

（南京市钟英中学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地发展，特别是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对教学起到了很

好的辅助作用。物理知识相对来说也比较抽象，对于刚开始接触初中物理的学生来说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因此，在初中物理的教学

中应用信息技术是有必要的，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保证教学的效果。本文主要阐述了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

合的意义，描述了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合的原则以及注意事项，提出了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合存在的问题，并且分析

出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合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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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数据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广泛地应

用，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以及工作也都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信息技术不仅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富有乐趣，还在学生

的课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不

仅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还提升了课堂的教学效果。在初中

物理教学的过程中加入信息技术，能够引导学生对物理的现象进行

更加直观地了解，同时可以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保证了教学的

质量。 

1 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合的意义 

1.1 有利于突破教学中的重难点 

在初中物理的教学过程中，对物理概念的学习以及对公式的理

解和应用都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难点，很对学生不太能够接受相关

的理论知识，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与信息技术相结合，能够

将比较抽象的物理知识转变为具体且形象的内容，从而使比较复杂

的内容简单化，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初中物理的教

学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突破对重

难点知识的学习。例如，在学习电流和磁场的相关知识时，学生不

能够想象出磁场是什么样子，教师就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多媒体

上为学生播放磁场中电流的流动，从而使学生更加真实地理解磁

场，使教学的效果得到显著地提升。 

1.2 有利于学生更加直观地观察 

因为物理的学科中包含了诸多的微观世界的物理概念，学生不

能够直接的观察，同时在现实的生活中也不能够直接地去观察微观

世界，教师便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的方式为学生展示微观世界，能够

引导学生直接观察微观世界，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微观概念的理解。

在学习电子和原子知识的时候，学生也不能够直接对其进行观察，

因此，教师通过信息技术想学生展示，从而使微观的概念变得更加

直观，通过多媒体的展示，能够让学生更加清晰地观察到微观世界，

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更好地理解。 

1.3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如果学生对课程没有兴趣，那就没有

学习的动力，很多学生不喜欢物理的原因都是因为物理知识比较枯

燥难懂，因此，不喜欢物理，更加没有兴趣学习。但是教师在教学

的过程中通过信息技术改变了物理课堂的教学方式，对传统的教学

方式进行了创新，改变了之前的枯燥乏味，在教学中加入了更加感

兴趣的内容，还对物理的试验进行了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学生能够自行进行物理的模拟实验，不仅保证了试验的安全性，还

能够帮助学生在比较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物理实验的模拟。学生在信

息技术的帮助下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从而使自己对物理知识进行了

掌握，还能够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1.4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通过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有利于学生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以

及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是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成果

和学生综合能力评定的标准。因此，教师要在教学的构成中鼓励学

生参与到物理的试验中，通过信息技术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物理

课本中理论推导的过程，同时也能够在试验的过程中解决自己的疑

问，从而了解物理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够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从而体会到学习物理的乐趣。 

2 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合的原则 

在初中物理的教学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不可以完全替代，只能够弥补。在传统的初中物理教学过程

中，教师对知识的讲解缺乏多样性，课堂的活动也比较少，不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将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的融合，能

够将抽象的物理知识更加直观化，使课堂活动更加丰富，激发学生

对物理知识的学习兴趣。但是如果将信息技术完全替代了板书，不

利于学生培养发散性思维，从而使学生的好奇心降低。因此，在初

中物理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并且与传统

的教学模式相辅相成，提升初中物理教学的效果。第二，要时刻坚

持整体性的原则，在物理实验的教学过程中，要将教学的方法、内

容与环境等方面都与信息技术进行结合，从而保证初中物理实验教

学能够与信息技术保持和谐统一，在根本上提升初中物理的教学质

量。 

3 初中物理与信息技术融合教学的注意事项 

3.1 不要过分地依赖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教学的手段之一，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

者和领导者，要对信息技术进行合理地运用，充分发挥其优势，为

教学更好地服务。比如，在学习公式的推导和验证的过程中，还是

需要教师执笔进行讲解，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对公式的推导思

路进行更好地理解，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公式的理解和掌握，从而提

升教学的效果。 

3.2 传统的物理实验不能够被信息技术所取代 

“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双脚、时间、空间，让他们充分得

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在进行模拟实

验的时候应用信息技术，要在传统的实验不能够进行的方面，从而

起到了弥补不足的作用，但不是要彻底取代模拟实验。因为信息技



基础教育 

 28

术的模拟实验看似形象，但是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

教师在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模拟实验的过程中，有利于提升学

生的感性认识。 

3.3 课件要与物理的客观事实相符合 

在进行多媒体课件制作的过程中，必须要与物理的客观规律相

结合，符合客观的事实，避免在教学中出现科学性错误或者是无原

则性的错误，从而导致学生树立错误的认识以及对知识产生误解，

进而使教学的效果受到影响。 

4 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合存在的问题 

4.1 信息化教学模式单调 

在现在的初中物理教学过程中，中学的学习都能够进行信息化

教学，但是在教学中仍然存在着问题，比如信息化的应用程度比较

低，使教学的模式变得更加枯燥。在教学的过程中知识利用多媒体

播放教学课件或者相关的视频，没有使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从而

导致课堂的教学方式与灌输式的课堂没有区别，只是将灌输者由教

师变成了多媒体，不能够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体现。 

4.2 教学设施还有待完善 

虽然教师能够全面覆盖的校园网络与学生进行互动沟通。但是

还会有网速较慢的情况出现，从而导致学生的作业在网络上传和物

力试验的操作都不能够进行实时地分享。并且对校内网络学习资源

的利用也比较低，为物力教师提供的教学资源也是有限的，因此，

教学的设施还有待完善。 

4.3 物理教师对信息技术的认可度偏低 

在物理教师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只是在课堂上使用多媒体进

行教学，对信息化的教学手段认可度偏低，他们认为在物理的教学

课堂上物理实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如果还要投入信息技术的使用，

会导致教学的秩序比较混乱。因此，教师不习惯在物理教学中利用

信息技术。 

4.4 教师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偏弱 

初中物理教师在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上比较薄弱，指挥使用多

媒体，不能够进行情境教学，不会使用电子白板进行物理教学，也

不会利用信息技术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检验。 

5 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融合的对策 

5.1 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治学以兴趣为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有了兴趣，才会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因此，在学生的学习生活

中，“学”与“乐”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初中生刚开始接触物理知

识，而且物理知识中还包含了比较抽象的知识，所以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会遇到诸多困难。在物理的学习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

将物理知识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从而引起学生

对物理知识的学习兴趣。比如，在对“日食、月食是如何形成”进

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日食和月食

的形成过程，使学生对知识的印象更加深刻。让学生了解物理知识

的形成过程，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习《小粒子与大宇宙》

的内容时，因为粒子太小，无法用肉眼进行观察，然而宇宙又太大，

只能够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观察，从而使微观世界变为宏观世界，以

便于学生更好地观察和理解，并且能够熟练掌握粒子的运动规律，

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有重要的作用。 

5.2 加强教学的融合，突破重难点 

物理知识的抽象性较强，特别是电学的相关内容，在初中的物

理教学过程中既是重点，又是难点。电学的公式和概念都具有抽象

性，对于初中生来说学习起来非常困难。因为初中生主要培养的是

形象思维，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实验进行教学，将复杂

的知识简单化，才能够帮助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概念和理论进行更好

地理解，从而突破重点难点知识的学习。比如，在学习“磁场的方

向、直线电流周围磁感线的环绕方向”等知识的时候，教师通过信

息技术进行教学，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在同一个空间发生

的物理想象能够之间地展示出来。通过实践活动的教学方式，教师

采用基片当做“直”，将抽拉片当做“电流的方向”，在将覆盖片取

代磁针的指向，然后投影底片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片，最后

通过投影仪在大屏幕上进行播放，还可以采用抽拉、覆盖等方式来

进行演示。有利于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消化，对于突破物理知

识的重难点有重要的作用。 

5.3 打造探究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在物理教学的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将教学的内容进行全

方位地体现，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将信息技术的优势得到

全面地体现，创设有趣的、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情境，设立探究式的

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知识学习的欲望和热情。探究式教学模式包

括创设教学情境、对实验进行演示、利用计算机进行分析、展示实

验结果，总结结果、归纳结论几个部分。通过学生自觉参与和探究

的过程中，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提高了学生对学习的积

极性，对于学生兴趣的培养有重要的作用。此外，还可以加强学生

对物理知识的掌握程度，提升学习的效率。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

多媒体等信息设备进行试验的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对实

验进行观察，保证实验的效果。比如，在进行电路的串联与并联的

教学过程中，学生对并联和串联电路容易出现混淆的现象，教师通

过计算机软件进行模拟，并且讲解了并联电路和串联电路的链接方

法，从而使其清晰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加深了学生对两种电路的理

解，使教学的效果得到了显著地提升。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的教学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不仅是物理教学的辅助工具，还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便

利。在信息技术与初中物理教学进行融合地过程中，虽然有诸多的

优势和积极地推动作用，但是还要要与传统的物理实验进行结合，

使二者紧密结合，才能够加深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从而提升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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