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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分析“互联网+”背景下农村中学物理教学 
◆罗  攀 

（广西省玉林市博白县旺茂镇第一初级中学  广西玉林  537618） 

 
摘要：当前我国已正式步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被普遍运用

于教育教学中，中学物理作为一门理科学科，其需要学生通过自主学习

及实践等增强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但我国农村中学由于教学资源有限，

教师往往借助实验进行课堂教学，实验耗费时间较长，致使学生学习时

间较短，学生学习效果不佳，“互联网+”背景下，教师通过互联网便可

展示实验过程，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课堂教学水平。本文主要探析了“互

联网+”技术对农村中学物理教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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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物理教学是指在我国农村中学物理教学中，教
师利用互联网技术备课，课堂教学中以学生兴趣为出发点，利用
互联网技术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并借助互联网技术对学生进
行教学监督，实施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互联网+”背景下的农村
中学物理强调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并借助互联网技术
实现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加工，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其
课堂学习效率，并推进农村中学物理教学的现代化进程。 

一、“互联网+”对农村中学物理教学的重要性 
（一）丰富教学资源 
物理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相关，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城市的学生可以通过大量的物理实验以及参
观科技馆、少年宫等来认识物理现象，理解物理知识，但我国农
村经济、基础设施等发展相对落后，中学物理教学中教学资源有
限，学生无法通过科技馆及物理实验进一步理解物理知识，互联
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学生提供了了解物理知识的机遇。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中关于初中物理教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及
精品课程迅速增加，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借助互联网中的共享资源
为学生展示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及科技馆中的物理知识，进一步拓
展学生的课堂学习知识，提升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 

（二）补充物理实验 
在农村中学物理教学中，教师往往依据教学内容及现有的实

验材料通过演示物理实验，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同时
在实验教学中，教师需耗费大量的课堂教学时间进行实验，不利
于学生课堂效率的提升，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通过互联网播放实验视频以及模拟实验等，一定程度上缩减
了实验时间，并直观展示了实验细节，通过直观展示抽象的知识，
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实验过程可以反复播放，有
利于学生理解重难点知识，提升学习效率。同时，教师还可借助
互联网对课外实验进行补充，如在播放大气压力托里拆利实验
时，学生对用水银做实验提出问题，并提问“为什么不用水做实
验”，对此，教师可借助互联网搜索用水进行托里拆利实验的视
频，并进行播放，通过视频学生发现实验中大气压强将水压至三
层楼高。在物理教学中开展互联网教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
的思维能力，并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增强家校联合 
在农村中学教学中应用互联网技术，有利于加强家校联合，

教师通过互联网平台记录学生的日常学习情况，并通过数据分析
将其制作为简单的图文，之后将图文以微信或短信形式发送给家
长，使家长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通过交流沟通改变家长的
家庭教育方式，一定程度上为学生营造和谐、愉悦的学习及生活
环境，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提升其综合素质。 

二、“互联网+”背景下的农村中学物理教学 
（一）“互联网+”下的网络备课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中关于初中物理教学

的精品课程及物理实验视频迅速增加，物理教师在课堂教学前期
进行备课时，可以参考互联网中的教案、课件、实验素材、实验
视频以及仿真模拟实验等教学资料进行备课，之后依据学生的实
际学习情况以及教学目标等合理选择教学视频并设计教学方案，

以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例如，在进行大气
压强教学备课时，教师通过互联网搜集相关精品课程、教学方案
以及实验视频等，之后借助 html5 技术来编辑课件、修改图片、
处理文字以及上传下载文件，并将其以模块形式整合至备课中
心，之后依据学生的学习现状及学习兴趣等调整模块位置，完善
备课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登录自身的备课软件账号实
现备课内容的传输，之后将备课内容下载至电子白板或多媒体设
备中，进行备课与授课的同步教学，从而丰富学生的知识内容，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互联网+”下的课堂教学 
“互联网+”背景下，教师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丰富课堂

教学资源，增强师生与生生间的互动，直观展示抽象的物理知识，
帮助学生答疑解惑，并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新平台。 

1.丰富教学资源 
当前我国农村由于经济等方面发展缓慢，致使物理课堂教学

的教学资源有限，而物理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与实际生活息
息相关，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丰富教学资源。例如，在
进行“光的折射”课堂教学时，由于教学资源有限，教师无法通
过实验展示海市蜃楼现象，此时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播放海市蜃
楼形成的视频，并模拟物理的变化，通过放大、定格以及重放等
手段直观展示光的折射现象及知识点，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物理知
识的理解，并提高教师物理教学水平。 

2.增强课堂互动 
传统物理教学中教师多通过填鸭式教学教授物理知识，学生

处于被动状态，枯燥乏味的课堂氛围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其学习积
极性，随着新课程改革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教学中教师改变教
学观念，以学生为中心，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学生的自主学
习提供了时间与空间。例如在“质量”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互
联网整合学习资料，并制作小视频，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在课堂
教学之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质量的定义等基础知识，在课堂教学
中通过视频讲解重难点知识，引导学生对预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
课堂交流及小组讨论，增强师生间交流互动，之后通过互联网中
的精品课程以及优质实验视频帮助学生答疑解惑，从而提高学生
的课堂学习效率。 

（三）“互联网+”下的教学监督与评价 
任何学科的学习都需要通过课后作业来增强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与运用，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在布置课下作业后，可借助
互联网技术中的数据分析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依据学生的考
试成绩、课堂表现和小组合作能力等对学生进行多元化评价。例
如，教师在教学结束后，依据课堂教学内容以及学生讨论的结果
为学生布置家庭作业，之后指导学生通过互联网平台中相关的
APP 完成家庭作业，教师通过 APP 中的教师端口全面了解学生
的作业完成情况，同时学生在完成作业后，APP 会及时标注出学
生的错题，并附带详细的解题思路及过程，学生还可通过与教师
的语音互动深入学习物理知识，从而提高物理成绩。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农村初中物理教学迎来

了现代化的发展机遇，对此，在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借助互联网进
行备课，在课堂教学中丰富教学资源，增强课堂互动，教学结束
后对学生进行监督与评价，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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