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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演示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王周生

河南省南召县城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河南南召　474650

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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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完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

量与效率成为亟待解决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初中物理教学角度，分析了信息技术在物理演示实验中的应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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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初中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观

察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因此，对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实验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有着鲜明现实意义。

一、初中物理演示实验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优势

（一）初中物理演示实验概述

初中物理演示实验是初中物理教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所谓的演示实验，主要是指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

结合教学需求，利用物理仪器、实物进行实验演示。包括教

师在课堂上所出示的模型实物、用投影教具等进行操作演示、

放映物理录像片、电影片等进行实验教学。在初中物理教学

中，演示实验教学占据重要地位，集中体现在演示实验教学

可将物理现象以生动、形象、具体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

进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演示实验教学过程中，可充分

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进而使得学生的头脑进入快速运转的

阶段，对于培养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可

以说，在新课标要求下，加强学生演示实验教学已经成为初

中物理教学的重点［1］。

（二）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演示实验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在传统的初中物理教材中，物理演示实验教学活动受到

多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教师常常按照教材对学生进行实验

讲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无法直观地感受相应的实验，无

法在观察和体会中获得更多的物理知识、物理规律等，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信息技术在

初中物理演示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对物理实验进行演示教学，进而有效克服了传统演示实验中

存在的不足，进而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形象生动、直观有效的

观察平台，使得学生在物理现象的观察过程中，不断提高其

观察能力、探究能力，进而有效捕捉物理知识、物理规律等，

以全面提升初中物理课堂教学质量。

二、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演不实验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开展物理演不实验

在初中物理课堂演不实验的教学过程中，鉴于实验具有

较强的理论性。如果教师在进行演不实验教学中，仅仅依靠

平面化、静比化的书本，或者单纯凭借教师对其进行语言性

的描述，演不实验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同时，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也会在乏味的实验中逐渐失去学习的兴趣。在这种情况

下，教师在进行演不实验的过程中，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这

一有效的形式，结合演不实验，积极为其构建一个教学情境，

并充分利用这一情境，积极调动学生多个感官’参与演不实

验的观察中，进而在观察的过程中了解其中的物理知识、物

理规律等，进而实现初中物理演不实验教学的目的［2］。

（二）利用信息技术，将瞬间物理现象转化为定格分析

在物理中，有一部分为物理实验是在瞬间完成的。在传

统的物理演不实验中，教师常常无法将这一变化过程进行直

观的展不，以至于学生的学习效果不甚理想，物理知识学习

效果不佳。而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下，教师在进行物理演不实

验的过程中，可通过慢镜头等形式、放慢速度等形式，使得

学生清楚地观察到物理变化的过程，进而从中发掘物理规律，

并掌握相应的物理知识。

比如，教师在进行“机械能转化”的过程中，教师在验

证动能和弹性势能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山于这一实验过程相

对比较短，学生无法及时对整个过程进行有效的观察，以至

于实验教学效果不佳。而在信息技术的应用模式下，教师可

利用照相机将整个实验过程录制下来，并在进行演不实验的

过程中，利用播放器的慢回放的功能，让学生对整个实验过

程进行详细的观看，进而使其从实验中得出相应的结论，进

而掌握相应的物理规律和物理知识。

（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动态变化转化为静态分析

在初中物理实验中，多数是要对其动态变化过程进行观

察，并从观察中总结出相应的物理规律，这就给物理演不实

验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基于此，教师可充分利用多媒体

的形式，将运动进行静态化，进而使得学生在静态的形式下，

分析物理规律，并充分认识到其中存在的物理规律。

例如，在进行“机械能转化”过程中，教师往往是通过

单摆对动能、重力势能的相互转化进行研究。在这一实验过

程中，摆球的高度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得出，但是小球摆动从

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则相对比较短，学

生很难对其进行详细的观察，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

的分析。

结论：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物理

教师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思想与方法，以求进一步提升教学质

量与效率，并且需要充分应用各类时代产物。针对信息技术

而言，在物理教学中有着重要应用价值。因此，教师在进行

物理教学时，需要结合教学实际进行综合分析，合理设计技

术应用方法与形式，将信息技术的教学价值发挥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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