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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的初中物理学习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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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学生的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方法已成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发展，网络终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微课的帮助下拓宽学生学习物理的方式已成为教师的共识。微课简洁明

了，内容针对性强，教学资源得到优化，有助于改变传统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单一和被动的学习方式，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

广阔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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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作为一种新型教与学的形式，目前已成为初中物理
教学中的点睛之笔，其不仅有利于攻克初中物理教学内容中
的难点和重点问题，而且有利于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究
学习，使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火花精彩绽放。

一、初中学生物理学习的现状与困境
（一）概念和规律的学习止于表象
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学习，许多学生只是单纯的死记硬背，

未能把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未能掌握概念之间的关联，至
于画出知识结构图、深层次把握概念更是无从说起，导致这
些概念和规律并没有真正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对于众多
物理规律的学习，没有真正掌握公式的物理意义，无法完成
对定理公式的证明。
（二）实验和计算的能力严重不足
对于物理实验的学习，许多学生只注重完成教师的演示

实验，当学生实验遇到困难时，大多选择重新做或者寻求教
师的帮助，而不是自己先思考、查找实验失败的原因并解决
问题。对于物理计算，学生大多重视解题的规范性，但对于
需要学生自己判断分析和推理的题目，不懂得深入挖掘题目
中的隐含信息，不会运用作图分析的方式解决相应问题，难
以做到联系生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

二、基于微课的初中物理学习方式变革
（一）利用微课优化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是保障课堂教学顺利展开的前提和基础，学生

只有将课前预习做到位，才能在课堂学习中分清学习主次，
并有针对性的对于自身没有掌握的知识点进行重点学习，学
习效率才能得以提升。但是，目前学生对于课前预习的积极
性不高，且没有掌握科学的预习方法，预习的效果不佳。针
对这一问题，教师可提前录制好涉及课堂知识点的微课以供
学生预习使用，这样可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预习效果，为
学习的学习指明方向。

如：在教学《光的直线传播》时，提前制作微课，录制
光在空气中、光在水中、光在玻璃中传播的演示实验，学生结
合这三个实验对物理教材中的知识点进行提前预习，可对光直
线传播这一规律有一个初步的认知，而且部分学生也可以参考
微课中的实验方法和步骤，自己设计验证实验，对相关物理知
识进行验证，从而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得以提升，也激发了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
（二）利用微课优化课堂导入
初中物理课堂导入采用的主要方式有教师语言导入、故

事导入、实验导入，以上方式用的次数多了学生自然不感兴
趣，对课堂教学内容自然参与度不高。而微课通过形态多样

的小视频，将抽象的物理知识以具体形象的场景表现出来，
可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迅速吸引学生的眼球，使学生的注
意力集中于课堂教学内容上。

如：在教学《物质的三态温度的测量》这一内容时，如
果采用传统的语言导入方法，教师需要用很长的语言表述水
的三态，学生也觉得索然无味。这时教师可借助绘本故事
《神奇校车——水的故事》录制一个小的视频，用视频的方式
展示水固、液、气三态的变化，学生自然联系到自己的生活
实际，物理知识由抽象变形象，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且
物理知识更易被理解和掌握。
（三）借助微课优化实验教学
物理实验教学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中之重，将微课应用

于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可大大提升物理实验教学的效果，
教学内容更为直观和形象，教学方式更为灵活，且可防止物
理实验安全事故的发生，为学生留出更为充裕的时间去思考，
去探究。如一些实验过程很长的演示实验，教师完全可以事
先将演示实验录制成微课，重点突出关键环节和现象，提前
让学生观看，课堂余出来的时间可适当拓展教学内容，引导
学生延伸探究。同时，一些由于条件限制或危险性高无法演
示的实验，教师也可通过从网上收集实验视频制作成微课播
放给学生看。如电学实验中的触电现象，危险性较高，教师
可网上搜集相关图片或视频，制作成微课，展示给学生看，
视频播放的方式可要比教师的语言更具说服力，学生不仅学
到了物理知识，也了解到触电的危险性，警示学生在日常生
活中一定注意用电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大大提升。

三、结语
简而言之，在教学实践中，也应注意正确使用微课，微

课不只是让学生观看视频来学习，教师在教学中的领导作用
不容忽视。微课的制作也应加以改进，重点是帮助学生突破
教学的困难和重点，激发学生思考和探索的欲望。此外，在
微课设计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通过提问和悬念来探索物
理结论。微课不应太简单，为学生留出思考的空间，并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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