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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实际应用能力都提出了与其他学科更高的要求， 所以，
对于老师要求也就会更高。我们需要结合物理学科当前
的现状，结合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提出相对应
的解决措施，提出创新方法，促进学科教学进步。

一、微课教学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自觉性不高。 首先是学生的自觉性不高，
初中生自我约束力还不是很强，微课堂中使用微课视频
播放的形式，学生很容易开小差，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
的物理课堂学习当中。如果不能集中注意力在课堂学习
当中，那么学习效率就会十分低下，不能够及时地掌握
物理知识。 同时学生学习能力不同，部分学生难以跟上
老师的教学进程。 在当前的中学物理教课的环境中，由
于一些学校班级人数比较多，而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
不同，使用微课堂教学相对来说自由度较高，老师无法
深入了解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况，使得一些学生难以
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导致成绩落后。
（二）老师的讲课方法比较单一，学生难以理解吸收

老师教授的内容。 当前，大部分物理教学相对来说比较
单一，使得学生的学习有些枯燥乏味，大大削弱了学习
的积极性，且个人的思维与创造力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
开发与应用，降低了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学生对于一些
复杂的知识点，没有办法及时地吸收消化，造成了物理
学科教授的困难。并且实验器材简陋和缺乏会影响实验
教学效果，配备专业器材实验室是一个基本要求，大多数
中学会配有实验室，但教学器材却非常缺乏和简陋。 [2]大
部分学校里面的教学器材是由当地的教育部统一配备

的，但是很多配备的器材并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比如
器材损坏、质量较差、刻度不准等问题，这样会对学生对
于物理实验的学习产生阻碍，影响学生实验结果。

二、微课激活初中物理课堂的策略

（一）做好实验前准备工作，利用微课进行模拟实验。
在实验教学前，老师应当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分清楚教学

器材，例如天平、弹簧、烧杯等实验器材的正确使用，使
得学生在实验室学习起来更加方便和快捷。学校的实验
室大多只能进行简单的实验教学，对于一些复杂的实验
教学老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进行模拟化教学。很多物
理学科的学习，都是需要通过实验结果进行一步步的推
理论证得出结论，所以物理学科的逻辑性比较强，仅仅
依靠教材上对于知识点的讲解是不够的，随着现代物理
的不断发展，老师可以运用多媒体这样的现代化设备去
进行模拟实验，例如关于物理中的电路实验，有些班级
因为人数较多，很难让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全面观看到老
师的实验操作过程，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微课的模拟
实验程序去向学生展现整个实验的过程，激发学生对物
理实验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烘托出良好的
课堂实验氛围，促进物理学科的学习。 [3]例如在研究压强
规律时，教师播放一段微课视频，视频中教师在矿泉水瓶
侧面不同高度扎出几个小洞再接满水， 让学生仔细观察
其中的现象并提问：同学们观察到什么现象？ 对课堂就
行导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观看一些微课科普实验视频，加强学生的实验

锻炼能力。 初中物理对于物理学习来说是比较入门的，
所以知识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对于初中生来说，
由于学习能力还不是很强，对于部分章节学习起来会感
到比较困难。 通过物理实验，可以让学生在实验的过程
中领悟知识点，从而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物理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物理实验教学研究中，因为物理实验教学可以培
养孩子的思维能力，对于孩子的理解能力和逻辑能力的
培养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老师通过物理实验的教
学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提升物理的学习
成绩，培养学生的思维。 一些同学对科普实验类的东西
不太感兴趣，从而对实验教学产生抵触心理。 老师可以
去寻找一些趣味性的科普实验视频带领学生一起观看，
从而培养学生的兴趣，这样可以让学生对物理实验产生

初中物理教学中如何利用微课激活课堂研讨

张梅艳
（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第二中学 甘肃 平凉 74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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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反复的调研进行改革创新，去迎合教育发展的需要。 [1]微课视频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教师还可以在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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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配合老师的实验教学。 并且老师需要带领学生
进行多次的物理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自
己去进行实验操作。 并且要增加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操作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 可以让学生进行小组讨
论，通过讨论的方式以及小组合作的方式让实验得以顺
利地进行，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通过自己的实验操作领悟实验的过程，更加清晰地
了解整个实验的方向，从而更好地去理解相关知识。

三、微课应用时整合改进策略

（一）微课使用的范围把控。首先是要注意数字化课
堂中微课使用范围的把控，数字化课堂是通过运用多媒
体的形式给学生播放微课视频，或者进行图片展示来辅
助课堂教学，但是数字化课堂只是物理课堂中的辅助作
用，并不能够完全取代传统物理课堂模式，教师需要适
当地把控数字化课堂使用范围。对数字化课堂使用范围
进行一些创新， 让为课堂巧妙地运用到物理课堂当中，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学习《运动的快慢》时，可以
播放一段猎豹追捕小动物的场景，再播放乌龟爬行的情
景，让学生直观地感受运动的快慢。
（二）微课应用下数字化课堂学习小组的变革。微课

应用下数字化课堂是以学生小组学习为载体，运用合作
学习的方式已然十分普遍，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有诸多的
优势。要对学习小组进行一些变革提高数字化课堂学习
效率。 首先是小组长当选方式的变革，小组长的当选也
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让组内成员进行选拔，能者上
任，以此来督促小组长的工作，增强小组长的责任意识。
而小组学习老师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进度来进行

合理分配。 例如，可以将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组成提高
组，更好地拓展这些优生的思维能力。 也可以将优等生
和中等生或者后进生搭配在一起， 由优生带动后进生，
促进后进生的学习，同时也可以促进优生对于基础知识
点的夯实与巩固。
（三）微课教学中教师定位。 同时，还要改进微课教

学当中教师的定位， 教师不仅是微课学习资料的播放
者，同时也是课堂的引领者，教师要带领学生开拓创新，
引领学生深入思考，而不是将数字化课堂中的视频观看
结束就是完成了物理学习任务。还需要重视学生的学习
成果，找出提高课堂有效性的办法，促进课堂学习成果。
在上课的过程中，老师需要及时地通过检测来了解学生
学习的进度，从而更好地制定后面学习的计划，有针对
性地教学，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以及理解吸收的能
力。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因材施教，并且在课堂中与学生
开展良性的互动，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
堂气氛，更好地促进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促进物理学科
的教学。 许多老师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告诉学生这
节课的目标，往往学生听了就会觉得完成这件事情很困
难，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有些老师甚至会规定一

些终极目标，许多看不懂的专业名词，让大部分学生都
不容易看下去。老师可以将这节课所完成的目标循序渐
进的一点点摄入学生的脑子里， 有一个完整的思维，将
一个大目标有效地化为许多个不同的小目标，最后将不
同的小目标串联起来，带领学生由浅入深使学生可以以
更加放松的心态完成高效的学习目标。
（四）微课应用教学中教学方式改进。同时要注重微

课应用课堂中教学方式的改进， 在以往的教学当中，数
字化课堂上教师通常主要给学生播放微课视频，相关图
片为主，并没有明确教师在教学当中的主体地位，微课
视频，相关图片只是物理课堂的辅助工具。 在一些重难
点知识的时候，教师要适当地进行提醒，给学生答疑解
惑，明确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地位。 而不是任由学生自
行观看微课视频， 这样的学习达不到最大化的学习效
果。 有教师适时地引导学生，可以提高物理课堂的有效
性，提高课堂当中的教学效率。 提升数字化课堂的教学
成果。 每一门的课程都有其独特的思维，而掌握这门课
程的思维对于这门课程的学习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是不
可忽视的。 我们要尽到自身的教学责任，让学生掌握好
信息获取方式，培养好学生的物理思维，实现物理学科
意识的强化。
（五）微课应用教学使用时间的把握。在以往的微课

应用教学中，通常都是由老师在教室中通过多媒体的形
式给学生播放相关视频。 但是课中的视频很有价值，教
师可以把微课拷贝给学生，让学生在假期当中或者课外
时间自行观看，再一次回顾课堂重点。 初中生的学习能
力还不是很强，有部分学生上课并不能完全听懂一些重
难点知识，还有一些学生在学完以后会很快将课堂知识
遗忘，那么就需要在课后进行及时的巩固，而观看视频
就是学生进行课后复习一个很好的途径。这样可以将数
字化课堂的价值最大化利用，不仅可以在课上通过数字
化课堂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带领学生进行学习，同时
还可以在课下让学生进一步地巩固知识，复习上节课所
学的物理知识内容。
结合上文所述，微课堂创新模式的改进不是一蹴而

就的，这是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寻找出最适合中
学生学习的模式。 对于当下微课堂教学模式的反思以及
创新改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进步。在帮助学生提高
学习的同时，也促进了老师的进步，促进师生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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