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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中物理信息化教学化教学的探索 
许敏 

（北大附属宿迁实验学校  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信息化教学是依托于信息时代发展的产物，对高中教学方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其教学特点是能够让学生在进行物
理学习时看得到画面听得到声音，丰富学生的学习感官，降低学生的学习压力，为学生营建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而高中教育阶段，
正是学生各项思维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对信息化产物拥有着天生的向往，教师在物理课堂上利用信息化为学生开展物理教学，有
利于帮助学生激发对物理自主探索的欲望，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物理课堂的趣味性，从而降低学生在学习物理时的心理压力，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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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社会,网络技术不断发展,多样化的信息化教学软件逐渐

走进了素质教育的课堂中。高中阶段的物理学科教学对高中学生来
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如何在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结合信息化教学软
件进行高中物理教学实践策略的探索逐渐成为高中物理教师不懈
探索的重要教学内容。本文将探讨高中物理信息化教学的具体策
略。 

一、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将信息化教学应用到课前预习阶段
中 

物理教学包括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堂结尾以及课后巩固四
个学习阶段，但学生在进行物理学习时容易忽略课前预习这一阶
段，这就导致了学生在物理课堂上的学习难度增大，不利于学生养
成物理思维以及提高自身的学习效率。故此，教师应当重视课前预
习这一问题，将学生喜闻乐见的信息化教学有效地应用到课前预习
阶段中，帮助学生激发参与课堂预习的兴趣，从而帮助学生高效率
预习。教师在将信息化教学有效地应用到课前预习阶段时，教师可
以适当地融入一些趣味性元素，帮助学生放松心情，为物理课堂地
进行开一个好头。 

例如:在学习“牛顿第一定律”这一节课教学内容开始之前，教
师就可以为学生精心准备一节影视教学资源，上传到班级的多媒体
上供学生观看和学习。学生在本节课开始之前，预习的积极性并不
高，在经过了教师上传的影视资源观看之后，不仅潜移默化地提升
了有关于本节课知识的学习效率，还让学生能够自主养成课前预习
的良好学习习惯，有效地增强物理学习质量。同时，信息化教学也
为学生在课前预习阶段的学习营造了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从而使
学生愿意自主地参与到物理预习学习中。许多学生在经过本节课的
学习之后，会对物理学习预习阶段产生改观，重视课前预习的学习，
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也会改变学生对物理知识学习的看
法，强化物理在学生心中的学习地位，促使学生能够养成自主预习
的学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学生对教师的盲目依赖，完善学生
相应的物理学习思维，从而促进物理高效课堂的开展。 

二、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将微课应用到课堂的学习阶段 
微课是信息化教学的产物，其教学特点是能够把学习的理论知

识，制成视频供学生观看，让学生能够形象地学习到物理知识，强
化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使学生在学习时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促使学生在物理课堂上自主学习。根据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
学生在物理课堂的学习时，容易学习注意力不集中。这是因为学生
的学习思维较为活跃。教师应当重视学生思维这一问题，将微课学
习应用到课堂的学习阶段，有效地集中学生的学习注意力，从而加
强学生在物理课堂上吸收知识的效率，也使学生能够在课堂的学习
中养成集中学习精神的良好学习习惯。 

例如:在学习“摩擦力”这一节课教学内容的时候，学生会认为
之前对摩擦力多多少少有过接触，所以放松在物理课堂上的学习态
度，于是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讨论时，总是会有一些与本节课无关
的话题，对课堂的教学秩序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教师可
以将设计好的微课上传到班级的多媒体上供学生观看，学生的学习
注意力会被迅速地集中，并且潜移默化地对摩擦力产生新的认知，
促使学生深刻的理解有关于本节课教学内容的知识，从而促进学生
物理思维的完善，也能够使学生通过微课对物理的传统印象作出改
观。许多学生在经过本节课的学习之后，会感受到物理课堂的独特
魅力，端正了自身在课堂上的学习心态，在物理课前的预习阶段中，

也养成了愿意与教师主动展开沟通交流的良好学习习惯，有效地降
低了师生之间的沟通压力，构建了师生之间和谐沟通的桥梁，进一
步加强教师在学生心中的话语权，从而促进学生能够高效地掌握并
且吸收物理知识。 

三、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将信息化教学与先进学习方法有机
结合 

在高中教育阶段，学生会养成记笔记的习惯，但是根据观察，
更多的学生在选择记录了笔记之后长时间不去翻看，这就导致学生
的课堂印象得不到巩固，其学习效率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教师
可以将信息化教学与先进的学习方法进行有机结合，改良课堂结尾
的学习效果，让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的学习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从
而巩固本节课的理论知识。教师可以运用思维导图学习法引导学生
加强学习效果。 

例如:在学习“电磁感应”这一节课教学内容的时候，教师就可
以将信息化教学与先进的学习方法进行有机结合，教师可以利用班
级上多媒体资源为学生绘制一个思维导图框架，然后引导学生根据
所掌握的电磁感应知识理论重点，引导学生将其填入到思维导图中
心框架中，然后让学生逐步发散开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回忆在课堂上所学的物理理论知识，并且选择合适的时机，
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搜索一些相关的有关于磁的正负极图片素材，放
到思维导图发散框架中，巩固学生的记忆，将知识点之间的关系直
观地呈现在学生的眼前，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从而促使学生对本
节课的知识学习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加深学生的记忆。许多学生
在经过本节课的学习之后，不仅认识到了基于信息化教学课堂的趣
味性，而且能够根据教师所传授的思维导图学习法改良自己的学习
习惯，帮助学生能够利用思维导图学习法，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促使学生养成自主总结归纳的良好学习习惯，也改良了
学生总结归纳的质量，完善了学生的学习思维，加强了物理学习效
果，延伸了物理课堂信息化教学开展的意义。 

四、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利用信息化改良学生课后任务完成
方法 

课后任务的完成对学生掌握物理知识的深度有紧密地联系，学
生在经过课后任务的完成后，不仅会提升对物理知识的印象，还能
够有效地拓展学生的视野。但是根据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学生的
思维较于其他时期活跃，这就导致了学生对教师所布置的书面作业
完成积极性下降，同时学生的学习压力增大，也会对所要吸收运用
的知识产生理解力下降的现象。故此，教师可以有效地运用信息化
改良学生课后任务的完成方法，使学生能够降低学习压力，并且在
放松自身的学习心情的同时，加强物理课堂的学习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教育背景下，对高中物理、课堂提出

了新的要求。要求学生不仅要在物理课堂的学习中能够掌握最为基
础的高中物理知识，还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自主学习物理的
兴趣，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以促进学生长期的物理学习，完
善学生的物理思维。故此，教师应在基于信息化教学基础上为学生
开展高中物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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