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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堂

文  |  张月竹

当前，信息技术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为促

进学生发展，教育教学必须紧跟时代步伐，稳步

改革。教师在常态课教学中将信息技术与教学完

美融合，可以有效促进课堂上师生的互动、教学

节奏的紧凑、实验展示的高效以及学生兴趣的发

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大道相通，数字化教学与

物理学存在一种暗合。整合是常态课教学中一种

隐性的能量，可以激发教与学的一次次跃迁。

一、激发传统实验向现代化实验跃迁 

物理是一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

学。在物理教学中，实验教学是不可替代的组成

部分。其中，课堂实验包含演示实验、探究式教

学实验、学生分组实验三部分。教师在常态课教

学中若能组织好实验活动，定能促进学生的观察

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创

新能力发展，激发学生对物理学习的浓厚兴趣。

目前，教师在实验教学中面临一些困扰，不得不

放弃某些实验或减小实验在教学中的比重，影响

实验教学效果（见表 1）。

在物理常态课中融入信息技术，释放整合的能量

表 1   实验教学困扰

序号 困扰 举例

1

演示实验可视性较差，

达不到预期效果，无法

有效引导学生思考

有些实验，学生从某个角度

观察才能看到明显的实验效

果；有些现象过于微观或发

生时间过短，不直观

2

探究性实验中处理数据

占用时间较多，导致完

不成教学任务

有些实验的数据计算量过大，

有些实验结论需要猜测，拟

合可能的图像

3

分组实验中学生的规范

性操作难以落实，导致

某些学生体会不深

有些操作需要注意的事项较

多，而学生实验时随意性较

大；有些实验步骤较多，学

生易混、易忘

经过一次次尝试，笔者发现将信息技术与课

程整合应用于教学可有效解决大部分困扰。

（一）实验中配合使用投影仪

 利用投影仪可以清晰地为学生展示以前只

能俯视观察的实验。比如，在演示曲线运动的速

度方向（如图 1）和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条件（如

图 2）两个实验时，为了在竖直方向上保持支持

力与重力平衡，物体的轨迹平面处在水平面。

如用传统方法操作，学生根本无法观察实验现

象——变成“说实验”或是让学生看电教视频。

为了让学生有更好的体验感，笔者也曾利用学校

实验室里的器材录制视频在课堂上播放，但不如

在实物投影的演示台面上由学生直接做实验投影

出来的效果好。用实物投影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激发其学习兴趣。除了运动实验，可以结合

实物投影演示的实验还有奥斯特实验、利用铁粉

模拟磁感线等。

图 1　曲线运动的速度方向 图 2　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条件

利用实物投影还可以轻松方便地放大实验。

比如，教授游标卡尺使用方法时，需要给学生讲

解它的构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包括 10 分度、

20 分度和 50 分度卡尺。在传统实验课上，教师

会使用大的 10 分度游标卡尺（木质教具）教学，

无法解决精确度不高的问题，而学生使用的均为

50 分度游标卡尺，又没有对应的大型教具。无奈

下，教师利用课件模拟卡尺让学生练习读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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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实验失去了它本有的趣味性。数字化实验中，

教师利用实物投影，可以放大或定格画面。分析

测量原理时，教师通过大屏幕投影可将实物卡尺

的刻度清晰呈现给学生；在教学“怎样读数”时，

可以随测随读；在分组练习读数遇到疑难时，可

以利用冻结功能（冻结后卡尺脱离台面屏幕留有

图像），保持读数状态（便于小结时点评难点）。

利用实物投影将操作和练习有机结合起来，使物

理实验更真、更实。可以结合实物投影操作的实

验有“秒表的使用和读数”“纸带的读数”等。

（二）用电子表格支持实验探究 

探究性实验（定量）过程中会生成大量的数

据信息，由于学生计算能力存在差别，教师常常

无法掌控时间甚至无法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传

统常态实验课教学中，教师通常提前准备数据用

于做总结，有时不做数据分析，直接得出结论。

这无疑会给学生一种逃避真实（数据）的暗示，

久而久之，学生会重结论而轻过程。在数字化实

验课堂上，电子表格在处理数据方面可以助教师

一臂之力。电子表格的应用使教学提速，结构紧凑。

例如，在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时，学生

要做实验，采集 12 组信息并进行处理，而 12 次

通过纸带计算小车加速度绝不是几分钟可以完成

的，更何况还要定量描点画出 a-F、a-1/m 两个

图像，因此很难在一堂常态课内完成如此庞杂的

任务。在数字化实验教学中，教师可以让每组学

生课前准备好电子表格（带有加速度 a 的计算函

数），课上做实验填入数据后直接得出 a 的值。

学生利用电子表格图表中的散点图和趋势线可以

迅速得出实验结论。当然，这需要一个训练过程，

也需要硬件支持，但教师不用担心学生接受不了，

因为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掌握速度是非常快的。

（三）借助视频处理软件辅助实验教学

教师安装录播视频的软件后，可以在课堂上

利用摄像头或智能手机随时录制反应较快（来不

及观察）的实验，利用慢放功能对物理过程进行

更为深入的分析，例如观察加速转动的圆盘上小

物体的离心现象、弹簧振子的简谐运动等。另外，

在分组实验教学中，学生可以录下教师的规范操

作演示过程并循环播放，学习。学生可以边看演

示边实验，并接受教师有针对性的指导，其操作

技能及规范程度大大提高。

教师应巧妙吸收信息技术的能量，用真实的、

直观的实验代替模拟的课件，用课堂上的生成代

替课前的完美准备，用学生的探索代替教师的给

予，使物理实验常态课展现求实、严谨的美丽。

二、激发单一化信息向多元化信息跃迁 

传统的常态整合课教学中，教师常常是一个

幻灯片课件一翻到底，而内容多是教案的翻版，

课件中冗杂的文字、浮华的动画，并不是真正的

多元化信息，而是满堂灌的华丽装修——由一种

形式的单一化信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单一化信

息。真正高效的常态课应该是朴实无华的，教师

应利用整合的能量把多元化信息巧妙地融入各个

教学环节。

笔者在常态课教学中进行了整合，取得了一

定收效。例如，在教学“位移”时，笔者打开电

子地图，呈现学校周边的道路情况，让学生设定

出发地和目的地，理解位移和路程的区别与联系。

笔者借助信息技术手段直观、生动地展示内容，

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引导学生参与其中，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

在复习“带电粒子在复合场中的运动”时，

笔者利用仿真物理实验室，组织学生寻找并设计

一些常见的粒子运动轨迹图样，引导学生计算各

个物理量的大小（比如磁感应强度、电场强度、

边界宽度等），然后利用软件进行仿真。有一组

学生通过精细测算，绘制出了一条完美的心形的

轨迹。

在讲解航天器中的失重现象时，笔者播放了

“太空授课”视频片段，向学生展示具有时代性

的新信息，营造开放、与时俱进的课堂，引导学

生快速将科技生活与学习结合起来，分析并解决

实际问题。

在进行概念或规律教学时，笔者经常利用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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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片中的表格呈现它们的内在联系，比如楞次定

律、简谐运动过程中各物理量的变化、电场强度等，

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生成表格。教师利用幻

灯片中的控制工具箱，实现播放时随时输入文字

的效果；利用表格对抽象的知识点进行具体化和

形象化加工，加深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理解。

在进行“发现未知天体”教学中，笔者组

织一些对视频制作感兴趣的学生，制作了“发现

海王星”的微课程，并应用于教学，效果很好。

这样的课外活动不仅为教学提供了很好的视频素

材，而且调动了学生参与课程开发的积极性，促

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渗透整合的常态课中，每个学生都应该成

为信息加工的主体，而不是被强制灌输知识的对

象。在未来知识经济社会中，决定个体发展水平

的将是个体不断利用新信息进行自我学习、自我

教育的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

主体性、主动性，关注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和学科整合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在引导学生进行自

主学习的过程中，张扬学生的个性，挖掘学生的

潜能，保护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习成为一件快

乐的事情。

三、激发传统板书向互动板书跃迁 

信息技术是辅助教学的手段和工具。在教学

中，有些教师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存在偏差，把一

堂课的所有环节和内容统统放进课件。这给常态

课教学中的板书环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忽略

板书，让学生抓不到教学重点，没有整体感，无

从落实；板书与课件内容重合，让学生接纳过多

雷同内容，信息重复导致学生疲于接收，学习的

主体地位得不到充分体现。传统的板书在教学中

有优势也有不足。教师在常态课教学中，要保留

传统板书中精华的部分，利用整合的能量，弥补

传统板书的遗憾，形成互动的新型板书。

学校安装交互式电子白板后，师生的板书内

容有三块展示的平台。

（一）应用交互式电子白板让板书有声有色 

交互式电子白板在教学中的作用体现在可以

综合利用文字、图形、影像、声音及自制演示系

统等资源生动形象地展示教学内容。在物理常态

课中，学生可以利用交互式电子白板分析问题；

教师可以利用交互式电子白板编辑图片和视频；

师生可以利用工具实现以问题为核心的互动讨论，

并记录操作过程，便于教与学的进一步反馈。

（二）投影与黑板配合使用让板书生动有趣 

装在计算机上的课件通过投影可以展现在黑

板上，字迹与图像是非常清晰的。教师和学生可

以在这个板面上书写，比如写出重难点、分析典

型例题等——书写与投影结合，相映成趣。

（三）学生参与板书设计让板书更富创意  

事先设计板书往往会使教师的教学陷入定

式，限制教师的思路，阻碍师生良性互动。学生

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该适当地放手，把部分黑

板留给学生，让学生登上三尺讲台更好地发挥其

主体性。教师与学生一起完成板书，可能没有事

先设计的那么完美，但绝对富有创意，对启迪学

生的思维有很大的益处。

总之，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物理常态课教

学带来了新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手段，为提高教学

效率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教师应从

物理学科的特点出发，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出

发，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出发，从优化教学过

程出发，把整合的能量注入每堂常态课，在不断

跃迁升级的教学中闪耀智慧的光芒。

（作者系天津市第五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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