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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技术和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在初中物理中应用信息技术，能够为初中生创设出一个主

题与内容明确的教学情境。对此，论文首先分析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作用，然后指出信息化背景下的初中物理教学

情境创设路径，旨在提升初中物理的教学质量。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physics can create a teaching situation with clear theme and content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and then points out the path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situation creation under the information 

backgroun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physics.

关键词：信息化；初中物理；教学情境

Keywords: informatiz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situation

DOI: 10.12346/sde.v3i10.4527

1 引言
信息化背景下，物理教师可以在教学中融合实际的生活

场景，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习的物理知识。与此同时，

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为学生提供一些实体的

物品，增强学生的体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基于此，以下重点探讨信息化背

景下的初中物理教学情境创设路径，希望能够为初中物理教

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2 信息技术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信息技术教学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教师应深入挖掘

教材内容，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创设出物理教学情境，并把信

息技术当作是连接物理知识与生活的桥梁，有效地提升物理

教学效率，并帮助学生建构初中物理知识体系，让初中物理

的学习更加简单 [1]。

第一，更好地传授数理论知识，物理理论知识的实践性

相对较强，在设置课程教学目标时，必须要注重学生探究意

识与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在初中物理课堂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将课程的重难点内容

利用信息技术展示给学生，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

标，确保教学活动的顺利实施。

第二，信息技术能够更好地将教材内容分解，在初中物

理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结合教学目

标与学生的认知能力，制定出多阶段的学习目标。在初中的

物理课程教学中，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对物理

知识的具体应用进行合理的分析，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感知学习带来的乐趣。

第三，信息技术能够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在初中物理

的分层教学中，信息技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学工具，能够

为初中物理教学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同时，利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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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够实现分组讲授。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是不一样

的，教师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制定出针对性的教学任务，让学

生能够自行观看教学视频，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物理实验的

实践操作能力，帮助学生掌握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是

因材施教的重要表现。

教师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特征与物理的学科特征，

并进行整体性的设计。对此，教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设计

信息技术。

第一，基于科学性与系统性原则，选择物理课程中的微

知识点，其中系统性原则主要是指信息技术拆分与合并要覆

盖到所有的知识点。结合课程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形成系列。

第二，科学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划分的知识点

要注意独立性，每一个知识点的内容不一样，是一个明确的

物理知识点；另一方面，两个知识点的核心内容切忌完全一

样。信息技术讲解的内容不一样，应该避免学生进行多次重

复的学习。

3 信息化背景下的初中物理教学情境创设
3.1 利用信息技术创设问题情境

为了提升物理课堂教学效率，要求教师能够有效地拓展

和延伸教学内容，并在具体的课堂教学情境中展现出来。对

此，教师可以利用一些生活场景，或者构建出信息化的场景，

让学生能够在初中物理活动中培养自身的思考能力，同时积

极主动地对物理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推理和论证，以便更好

的导入物理课堂教学内容。在物理课堂上，利用信息技术展

示公式的演化过程，概念的形成过程等，有助于学生理解和

记忆 [2]。在播放视频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实际的学习

情况，决定播放的次数与速度，让教学内容更加具备针对性。

以速度的学习为例，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生活中一些常见

的场景录制视频。例如，一群学生参与接力赛，我们怎么才

可以判断出哪个运动员的速度更快一些呢？通过设计的视

频，让学生找到其中蕴含的物理知识。如果学生无法确定其

中蕴含的物理知识点，教师可以借助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让学生利用已有的生活经验提炼出物理知识点，并引出探究

的物理课题，让学生自主学习与思考。在学习摩擦力的相关

知识时，教师可以录制小视频，并提出问题“为什么冬季要

在车轮上加装防滑链呢？”设计这种问题，学生可以利用自

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思考，进一步加深对摩擦力等抽象概念的

认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通过信息技术，提升课

堂学习效率。

再以“声音的传播”教学为例，可以围绕教学内容设计

三个问题情境，让学生进一步突破重难点知识。每一个问题

的时间需要控制在十分钟之内。第一个问题情境，进行统一

的学习，组织学生观看视频。第二个问题情境随堂练习，完

成设计好的必做题目。第三个问题情境，进行再次学习或者

是完成选做题目。在这三个问题情境中，播放视频的时间是

固定的，学生需要结合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优化。但是每一

个问题情境的完成时间是一致的，完成一个问题之后必须要

进入到下一个问题的学习，可以确保信息技术教学能够同步

进行，最终完成三个问题。

3.2 利用 VR 技术创设物理教学情境

创造力需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提供保障，VR 技术是一种

全新的技术手段，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资源，利用

VR 技术通过模拟情境的方式，创设出物理情境类似的模型。

与此同时，可以利用虚拟模型间接地体现出物理原型的规律

特征。例如，牛顿的第一定律，可以利用 VR 技术创设出一

个物体不受力的情境，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撑，教师只能

让学生通过推理和想象。信息化背景下，借助于 VR 技术，

能够有效地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 [3]。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物

理知识的探索欲，还可以拓宽学生的思维和认知范围，进一

步提升学生的创造力。

信息化背景下创设物理教学情境，最关键的是选择合理

物理知识点，保证两者的有机整合。近年来，中国在逐步推

进教育信息化，初中物理教学内容设计更加重视学生原型经

验与兴趣培养，更加强调物理知识的生活化和物理知识与科

技发展的关联。教师可以选择显性认知类的物理知识，借助

VR 技术创设物理情境。例如，以分子热运动为例，教师可

以利用 VR 技术帮助学生了解物质的微观结构；核能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利用 VR 技术手段创设出一个核反应堆的情

境，增强学生的体验感。初中物理教学过程中，与生活有关

的情境，教师都可以尝试利用 VR 技术创设教学情境，从而

让物理知识真实的呈现在学生面前，进一步提升初中物理教

学效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初中物理教师需要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从互联网平台中筛选出更加具有教学价值的教学资源素材，

整合到初中物理教学中。同时，教师需要注重学生的身心发

展规律，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创设教学情境，进一步拓宽学生

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与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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