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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高中物理微课教学有效性的提升途径分析 
孝文超 

（长春十一高中  吉林长春市  1360000） 

摘要：针对新课改下高中物理微课教学的价值进行分析，能够为学生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更好的发挥教学引导价值，是提升
物理教学有效性的重要辅助方法。根据高中物理教学的内容、学生的特点等，提出微课教学的相关建议。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
境，借助微课强化教育效果，培养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发散学生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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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教材中内容较多，物理知识丰富且难懂，对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均具有较高要求。常规高中物理教学

中，多使用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式，教师讲解、学生倾听，学生的

物理知识学习积极性较差，且对相关物理知识掌握的效果也不够理

想。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微课逐渐在教学中得到应用。微课

以微视频为辅助，将抽象、复杂的物理知识，通过视频的形式呈现

出来，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学习质

量的提升有益。文章将主要对高中物理微课教学的有效性提出浅

见，希望能够对相关教研工作带来参考意义。 

1 新课改下高中物理微课教学的价值分析 
1.1 以学生为主体，渗透因材施教的理念 

高中物理教学中需要以学生为主体，基于学生的学习能力、性

格特点等实施教学指导。但是基于当前高中物理教学的情况而言，

学生多具有学习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1]。课堂统一性的教学模式下，

学生学习能力不一，影响学生整体物理成绩的提升效果。 

微课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可在课前为学生发布微视频。

学生根据自身的理解能力、学习能力，自主播放微课学习。学习能

力较差的学生还可以慢放视频或者重复播放视频等，使每一位学生

均能够对所学习的知识有所理解，提升课前预习的质量。课堂教学

中，教师重点根据学生的提问进行讲解，带入课程内容组织学生讨

论等，提升课堂教学效率，真正将因材施教的理念渗透于课堂中。 

1.2 以技术为辅助，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 

以信息技术为辅助实施高中物理课堂教学，能够丰富物理教学

的内容，将抽象、复杂的物理知识，以生动且直观的图像、视频呈

现出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2]。微课教学方式下，针对于难以操

作的物理实验，还可以通过微视频展现给学生，帮助学生理解综合

问题，提升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对学生综合物理学科素养的提升

可产生重要影响。 

2 新课改下高中物理微课教学有效性的提升途径分析 
2.1 提升课前预习质量，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课前预习的物理教学有效性提升的重要基础，教师需要引导学

生课前自主预习、有效预习[3]。比如课前教师可以通过微视频的形

式，为学生展示物理课堂的重点知识，实验所涉及的知识点、注意

事项等等。以有趣的图文、语音或实验演示等录制成微课，用由难

化简、由枯燥化有趣的教学方式，提前呈现给学生。学生则可以根

据个人理解能力，自主调节速度播放视频等，避免实验或者学习过

程中由于知识点不理解，而出现“手忙脚乱”的问题。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自主制作微视频，或者可以组

织学生一同制作微视频，根据学生的认知制作。这种熟悉感会提升

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学生自制制作的微视频，也能够使学生感受到

学习的乐趣，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增强学生对物理规律、

实验内容的理解能力。将微视频发布到班级小组讨论群、微信群等

中，可以让学生自主观察、比较，明确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学习他

人的经验，得到个人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的逐步提升。 

2.2 强化知识掌握效果，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高中物理知识点较多，学生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混乱的问

题，影响着物理重点与难点知识指导的效果。应用微课实施物理知

识讲解，则能够重点突出重点与难点，对易混淆的知识、易错误的

知识等进行针对性分析。这种方式下，可使微课教学内容的专题性

更强、针对性更强[4]。若学生对某个专题知识没有牢固掌握，还可

以多次反复观看相关的微课进行学习，强化知识掌握的效果。 

以摩擦力相关知识教学为例，一些学生不会判断是否存在摩擦

力，一些学生不会判断摩擦力的类型，一些学生不会计算摩擦力的

大小等。教师则可以在微视频中重点实施专项模块知识的讲解，分

别罗列一些问题帮助学生理解知识。利用微课帮助学生击破各个小

的知识点，突破疑难问题和重难点，提高物理知识的学习效率。 

2.3 微课弥补复杂实验，巩固提升学生能力 

针对于高中物理课堂教学中难以开展的实验，教师也可以应用

微视频播放实验环节。比如针对于一些大型实验、具有危险系数的

实验等等，难以开展，则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些适合的微视频，引导

学生观察与学习。 

实验后，教师还可以借助微视频引导学生总结，或者让学生手

写实验报告等等，检验学生的物理知识掌握情况。教师可以通过思

维导图的形式，为学生展示重点知识，帮助学生高效梳理知识点，

拓展课堂内容，巩固提升学生能力，培养学生的物理思维能力。 

以“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的实验项目为例，教师可以通

过微课实施思维引导。在实验后制作实验报告，具体而言包含三个

部分内容：（1）实验方案。指导学生制作、设计实验方案，检验学

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及实验设计能力。通过一些问题进行引导，比如

“实验有哪些优点与不足？”、“是否具有其他实验方案？”。（2）

实验数据处理。对实验中涉及的数据进行激励、思考，以画图等形

式分析数据。提出“用画图的方法有什么优点？”、“寻找加速度与

质量的关系时，为何要做加速度与质量倒数的图像而不是加速度与

质量的图像？”等问题。（3）误差分析。比如提问“实验中如果木

板的倾斜角度过大或过小，会出现怎样的实验结果？”等。 

总之，微课对学生物理学习可产生促进作用，需要合理使用微

课教学，提升物理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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