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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微课教学方法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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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初中物理教学，分析了物理微课基本内容与形式，研究了具体应用方法，希望以下内容的论述可以推动

我国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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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现阶段我国教育事业发
展速度不断加快，此种背景下，如何通过改变教学方法提升
教学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对初中物理微课
教学方法的应用研究有着鲜明现实意义。

一、微课内容分类
微课的产生是为了方便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

习。从数量上看，每次给学生进行学习的微课数量不宜过多，
一般 1～ 2个；微课中包含的知识点数量也不宜过多，最好集
中于从某个知识点的多个角度进行阐述。从内容上看，微课自
学的内容应选取课堂上不方便呈现的某个知识点或技能，课下
自学应当是课堂学习的延伸。通过多次尝试和问卷调查可发
现，最受学生欢迎同时效果也比较好的一般是以下几类。

1. 小制作类
随着创客、STEAM 等课程在中学日渐发展，与中学物

理相关的科技小制作也越来越多，例如自制乐器、自制天平、
自制简易验电器、自制简易密度计等，由于课堂时间和材料
的限制，很多制作过程学生无法在课堂上进行。教师可以将
制作过程制作成微课推送给学生，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制
作出作品，并进行交流、评价和展示。

2. 拓展类
由于课堂教学是集体教学，有一些难度过大的内容不适

合全班讲解，但又能深化学生对物理的理解，例如利用浮力
知识测量物体的密度、液体压强的公式推导、利用液体压强
公式推导出浮力公式等。这些内容也可以制作成微课推送给
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自学。

3. 难点预习类
有些内容难度较大，但又是课堂上必须学习的，例如密

度计刻度线的理论、一些难题的解析等。这些内容也可以制
作成微课推送给学生提前预习，以在头脑中先初步建立一个
大致的框架，然后到课堂上进行细化和强化。这样能降低课
堂学习的难度，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节省课堂时间。

二、初中物理微课教学方法应用途径
（一）妙用微课助力课前预习
在初中物理学习过程中，预习对提升学生课堂的有效关

注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部分教师忽视了学生的预习行为，
开课伊始，就不管不顾地进行讲授，课堂教学效率可想而知。
其实，教师如果利用好微课技术，引导学生开展预习活动，
让学生提前触碰个人物理学习疑难点，就可以提升学生的听
课质量［1］。教师在授课之前，可以针对章节中的相关知识
要点，制作相应的微课预习课件，指导学生在课前开展预习
活动，提前对接下来需要学习的内容进行了解和认识。例如，
在对“光”这一内容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将微课预习
视频的时长保持在 5 分钟～ 8 分钟，利用视频演示、动图说
明的方法，帮助学生对“光的反射”“光的折射”等概念展开

具象化的认识。针对“透镜成像”的内容，教师则可以借助
动画模拟的视频内容，帮助学生提前学习相关的实验内容。
（二）妙用微课助力课中提升
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学生时常会遇到一些抽象问题，增

加了学习困难。教师在授课的时候，针对抽象的知识内容，
有必要采用微课技术进行“解惑”，帮助学生直观化认识知
识点。例如，在课堂上对“声音的特征”这个知识点进行教
学的过程中，对于教材上所提出的相关概念内容，教师如果
仅仅从字面含义带领学生进行学习，学生势必难以产生直观
化认识。针对这种情况，教师不妨制作相应的微课视频，对
一些与教材概念相关的“声音”进行展示。教师可在微课视
频中演示两段高低不同的声音，让学生明白“音调”的特色；
播放老人、小孩的声音音频，帮助学生分析为何老人的声音
比较“粗犷”，而小孩的声音比较“尖细”，涉及教材上的哪
个概念内容；针对“超声波和次声波”的内容，教师可以在
微课中展示一些相关的动图案例，帮助学生了解人和动物听
觉范围的差异，让学生对枯燥的物理知识产生生活化体会和
理性化感知。
（三）妙用微课助力课堂总结
在授课过程中，知识的回溯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环

节。在课堂教学尾声，教师可以设计微课视频，引导学生一
起进行学习内容的归纳，针对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重难点知识
进行观影式的复现。例如，在完成“机械运动”这个教学内
容后，教师可把一堂课的内容制作成一个两三分钟时长的精
要微课视频，并设计几个归纳性选择题插入到微课视频中。
只有学生大多数选对了，视频才会继续往下播放［2］。在微
课视频的最后，教师可以借助“列表格”“树状图”的方法，
把归纳的重难点知识做最终的呈现。另外，如果学校有条件
建设录播教室，教师还可以将课堂教学过程记录下来，然后
利用剪辑软件复现汇总学生在课堂上的种种表现，总结大家
在课堂上出现问题的地方，敦促其在课后进行反思。比起苦
口婆心的说教，学生看到自己出现在视频中，必定会饶有兴
趣，记忆更为深刻。

结论：综上所述，物理教师需要结合时代特色进行教学改
革，微课在教学中有着重要应用价值，因此，教师需要对微课
引起高度重视，通过微课教学方式的引用打破传统教学方法的
限制，将课程主体归还给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内在能
动力，为学生科学探究意识的养成奠定扎实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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