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科研 

新课标及互联网下初中物理教改方向探究 
◆邹德强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雅丽发学校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伴随着课程标准的改革和发展，新课标和互联网的融合成为了教

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课程改革的方向要将学生作为课堂主体，建立完整

的教学实践活动，从而提升学生的物理教学的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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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标及互联网教育教学机制中，教师要顺应物理教育改

革的方向，提升教学流程的实效性，确保能完善管理结构和控制
要点，从根本上提高教学实践体系的完整性，维护初中物理教学
水平，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多媒体教学情境 
为了进一步顺应初中物理课程改革的要求，教师要积极建立

健全完整的情景导入教学机制，课程教学要转变传统填鸭式灌
输，借助多媒体技术构建系统化的教学框架，确保学生能和教师
形成良好的教学互动。 

第一，生活化的物理教学情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想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落实更加有效的情景化教学机制，
确保能在丰富课程资源的基础上，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并且为后续教学管理工作的全面落实提供保障，从而维护思维指
导教育工作，有效提升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基本水平。例如，在
讲解《力》的课程内容时，教师要引导学生观看相应的体育赛事，
并且引导学生思考相应的问题，“为什么球会飞出去？”、“举重
运动员在举重过程中手臂的变化是什么”、“标枪扔出去为什么会
落回地面？”等，教师要利用设问的方式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情景
体系，确保学生能有效提高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水平[1]。 

第二，教师要引导学生了解物理的学习价值，教师利用多媒
体课件可以为学生展示一些生活中的物理现象，从而引导学生对
相关内容有深度的挖掘兴趣。也就是说，教师要发挥信息资源和
教学体系的优势，确保能建立完整的科学方法和教育价值管理体
系，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也为跨学科综合性问题监管机制
的全面落实奠定基础。教师在设置情境教学体系的过程中，要引
导学生将其和生活中的现象进行联系，并且提高学生对实际物理
问题的认知水平，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并且利用开放性思
维和实际问题处理机制提高其自身物理学习效率。 

第三，教师在利用多媒体教学课件进行情境指导的过程中，
也要融合 STSE 问题视角，确保能充分融合前沿物理知识，拓展
学生的物理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主观能动性。需要
注意的是，在实际教学结构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相互合作，并且
依托网络平台完善素材的收集和处理，优化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
水平，在提高学生兴趣的同时优化学生物理学习效果。 

二、优化实验教学体系 
对于初中物理教学而言，物理实验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和价值，教师要引导学生提高物理学习意识，就要深化实验教学

的过程，确保能发挥多媒体教育资源优势，有效培养学生的观察
能力。 

一方面，教师可以将微课教学机制和实验教学体系联系在一
起，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教师制作微课课件的
便捷化程度也在优化，利用网络资源还原实验内容，将其作为教
学重点在课堂中播放，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为学生规划
教学侧重点，确保学生能实现全面进步。值得一提的是，教师也
可以鼓励学生在实验室操作时进行视频录制，教师播放学生的实
验操作以供学生之间形成互评机制，为学生内化物理实验内容奠
定基础。 

另一方面，教师要借助互联网教学资源将一些学生常见的感
性知识转变为理性知识，辅助学生理解相应的实验现象，确保学
生能在提高认知内化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开放性思维和实验
操作水平，真正意义上优化学生对于物理知识和实验内容的了解
程度，也为学生综合素质的进步提供保障[2]。 

三、制定合理性教学组织活动 
要想进一步顺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教师要积极建立健全完

整的主导型课堂体系，确保能优化课程组织形式和教育水平，教
师可以应用互联网媒体资源列出相应的活动明细，提高后续教育
教学工作的整体水平，也为活动设计效率的优化奠定基础。最重
要的是，教师在组织活动的过程重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以提升整体教育教学工作的综合水平。另外，教师可以利用
一些探究性题目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问题研究的意识，教师仅
仅是提供相应的辅助指导，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综合水平，也能优
化学生的团队合作效果[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新课程标准体系内，教师要顺应互联网教学体

系的改革进程，有效整合教育教学体系，以初中生物理核心素养
为教育目标，建立健全更加系统化的教学流程，确保能促进学生
综合水平的优化，也为学生探究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创设良好的教
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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