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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5年两会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这一理念使传统行业看到了与互联网结合发展的更广阔

的前景,教育行业亦是如此.笔者主要阐述在“互联网 + 教育”模式下进行的高中物理教学实践.详述了从教学软

件、硬件的配置以及课程学习单的设计、微课的录制、测试环节、小组互助学习等各教学环节,并把实验班级的期

中、期末测试成绩与同等班级进行了横向对比分析,客观评价“互联网+教育”模式在教学实践中的教学效果.最终

由实践过程中体验到当前形势下“互联网+教育”模式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 高中物理  教学实践

  “互联网 + 教育”是教育在线化、数据化、可视

化、自主化、个性化;教育资源无处不在,学生可以按

需动态索取;教育管理数据化、智能化,使决策更精

准、科学[1].自2015年两会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

划以来,各传统行业看到了与互联网结合发展的更

广阔的前景,教育行业也应该如此.
具体到高中物理,历来都是被学生认为是较难

学习的一门学科.许多教师在教学中都深刻感受到

高中物理教学的挑战性,经常遇到无论如何教,不懂

的学生还是不懂的情况,“学生学不好,教师教不会”

让物理教师显得窘迫又无奈.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

区”理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

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

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教学

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这

是教学发展的最佳期限,也是发展教学的最佳期限.
学生之间的差异化是教师必须接受的客观事实,无

论一个班级如何分,学生之间总是会存在差异.找到

不同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并进行相应教学,激发所有

学生的求知欲是每一位教师都在不断追求但是又总

是感觉难以企及的目标.
如果将“互联网 +”思想应用到高中物理教学

中,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为此笔者特地向学校申

请了一间互联网教室,在高一年级(1)班开展教学

实践.

1 软、硬件件配置

电脑、路由器、交换机、充电柜等基本硬件设施

一般学校的机房都有配备,但是考虑到大量学生之

间一起学习,语音之间势必会产生较大的干扰,所以

有必要为每一位学生配置一副耳机.相比较硬件,软

件环境更为重要.因为作为最初的尝试,许多的软件

环境是不具备的,只能靠笔者个人搜集和应用.在教

室里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互当初笔者主要是采用

“极域电子教室”软件(时至今日,软件产品更加丰

富,功能更加强大).

2 课程方案

如何设置课程方案才能较好显示“互联网 + 教

育”的优势呢? 笔者觉得主要是开放性与诊断性.
开放性即学生学习资料的获取不受制于课本,知识

水平的提高不仅限于教师的讲授,学习任务的难度

可以根据个体的不同进行合理的调整,不同学生不

必基于同一标准.每个学生的课程学习自始至终都

有充满挑战性.避免出现有的学生吃不饱,有的学生

吃不消的教学困境.而诊断性主要是通过互联网测

试,可以快速获得反馈结果,将学生知识掌握水平以

及疑难点在第一时间进行数据量化分析而且精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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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使教学做到有的放矢.同时也可以根据反

馈结果对不同学生推送下一步的学习任务,真正做

到个性化教学.
按图1所示的模式每节课课前设置学习单,学

生上课时按照学习单的设计逐步自主地完成课程学

习.

图1 教学学习单设置

在自主学习环节,主要是通过设疑的方式让学

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然后通过微课、阅读课本或

者查阅资料的方式完成自主学习.其中每段微课时

长在5min以内,主要讲述一个主要知识点.录制方

法采取萨尔曼·可汗的模式,教师并不出现在视频

中,但在板书区右侧留了个区域作为Flash动画展

示区.这样就有教师的语言讲解、文字板书和动画展

示3种方式呈现给学生,尽量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图2 微课截图

学生完成自主学习的时间一般设置在15min
左右.自主学习结束后马上进入下一环节:预习检

测,即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根据自主学习的内容设

置的课堂检测,时间一般设置在10min.完成检测

的同学会瞬间获得成绩反馈,而教师也同时获得班

级总体及每个学生的个体数据分析.
拿到反馈结果后,学生之间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学生可以通过回看微课、课本就错题所涉及知识进

行交流讨论,教师在此期间则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教

学决策.例如图3是教学实践中“牛顿第三定律预习

测试”的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有些题目学生正

确率较高,教师可精确定位答题错误的学生,了解学

生学情并适当进行辅导.

图3 牛顿第三定律预习测试数据统计

而有些题目错误率较高,例如图4,教师立马分

析题目,找出学生的共性问题,进行集中处理.从结

果上看许多学生对于火箭的动力来自于喷出的气体

对火箭的作用力这一问题认识不清,误将喷出气体

和火箭当成一个整体,空气作用力当成火箭动力.

图4 牛顿第三定律预习测试第2题题目

整个小组互动学习教师教学决策过程大概持续

7min.随后要进行8min的反馈测试.反馈测试的

内容在难度上适当地要高于预习测试,一方面检验

学生通过互助学习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要形成较好

的区分度,反馈测试数据统计如图5所示.

图5 曲线运动反馈测试数据统计

从反馈测试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学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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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的甚至比较大.学生之间的

差异是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那么在课后的作业

布置上,就要有所不同,应该具有针对性.通过“作业

盒子”等互联网工具,可以很快地在海量的题库中

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推送不同层次的作业.这些作业

通过互联网软件送达到学生手中,学生上交作业也

是通过互联网方式.这如课堂测试一样,提交作业的

同时就可以得到反馈的结果.同时这些软件会将学

生的每个章节的学习情况进行自动记载,可以很清

晰地反应学生学习成长轨迹.如果定期进行反思,比

较有利于学生自我学习的提高,也能使教师对学生

学习的诊断更加有效.

3 教学效果质量分析

教学实践主要集中在高一年级期中、期末考试

时间段内,所以将这两次成绩作为教学实践效果的

一种检验.实验班级为高一(1)班,与其相同层次的

班级为高一(2)、(3)班.从期中考试成绩来看,高一

(1)班物理成绩偏弱,年级前102名(分数75分以

上)的学生为15人,另外两班分别为21人和22人

(表1);从成绩分段表(表2)来看,几乎每个分数段

人数都比另外两个班少,平均分只有69分,比另外

两个班分别低了5分和3分.期末考试成绩取年级

前102名来看,3个班分别为20人、22人、17人,相比

期中有了一定的进步.在成绩分段表中更可以看到,

有不少分数段人数在3个班中处于领先水平,在平

均分上,更是取得了最好成绩分别比另外两个班高

了2分、5分.

由于笔者一直承担高一(1)班的物理教学工

作,前后主要是教学模式的转变,虽然在“互联网 +
教育”模式实践的时间比较短,只有两个月,教学的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对中等和偏下的学生,成

绩改变的效果显著.当然也不能将这些改变全部归

结为“互联网+”的教学模式,还有许多的变量会影

响到教学效果,但总的来说“互联网 +”还是起到了

一定的积极作用.

表1 期中、期末考试物理科年级前102名人数

班级 1 2 3 年级总人数

期中 >=75 15 21 22 102

期末 >=85 20 22 17 102

表2 期中、期末考试物理课成绩分段统计

期中 期末

班级 1 2 3 班级 1 2 3

分

数

>=95 3 4 6
>=90 6 7 8
>=85 9 12 10
>=80 11 15 15
>=75 15 21 22
>=70 20 26 28
>=65 27 36 31
>=60 33 43 35
>=55 39 44 37
>=50 45 46 42
<50 3 2 4

分

数

>=95 8 9 9
>=90 14 18 14
>=85 20 22 17
>=80 31 30 21
>=75 38 34 27
>=70 41 38 31
>=65 41 38 34
>=60 43 41 36
>=55 43 42 38
>=50 43 42 39
<50 5 6 7

均分 69 74 72 均分 79 77 74

4 机遇与挑战

通过一段时期的课程实践,笔者深刻体会到“互

联网+教育”模式在许多方面可以大大改进传统教

育的不足,使教育更具开放性及更好的诊断性.生活

在新时代的学生,思维上也更加容易接受这种教学

方式.在软、硬件的使用上学生们体现出了强烈的时

代特征,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各项操作.从

实际的教学效果上来看,虽然笔者只是初步地进行

尝试,许多环节还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学生整体上的

成绩表现出一定的提升.如果在这一教学模式下进

行更加深度的开发,使教学环节更加优化,教学效果

的进一步提升是值得期待的.所以在未来的教育发

展中,“互联网+教育”充满了无限的机遇.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互联网+教育”也面

临着不小的挑战.
首先,传统教师的教学艺术被打折扣.以笔者从

事的物理教学来看,有许多优秀的物理教师开发出

许多新奇有趣的教学实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

时,有的还带着学生制作教具,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有的教师有着幽默的语言和丰富的姿态动作,使
—26—

2016年第11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自学 — 讨论 — 答辩 — 验收”教学模式初探
——— 以“万有引力与航天”为例

葛 亮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  北京  100097)

(收稿日期:2016 05 18)

摘 要:“教”是为了“不教”,学生最终要走向飞速发展的社会,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学校,教师应该给学生创设一个学习的环境,唤醒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使学生体会到学习的过程

不是一种苦役和负担,而是一个探索发现的有意义的自我发展的过程.笔者在单元教学中,尝试给学生更多的时间

和空间,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掌握知识,学会合作,努力探索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途径.
关键词:自主学习  合作  答辩

  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提出“高中物理课程应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积极参与、乐于探究、勇于

实验、勤于思考.”叶圣陶先生也提出了“教”都是为

了达到用不着“教”.[1]具备自学能力、合作能力已

经是适应当今社会的必备技能,高中生具备了一定

的自学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但是自学的意识较

差,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这可能是受传统教育的

影响,教师灌输得太多,没有给学生创造自主学习的

空间和时间.
在课程改革的教学实践中,鉴于教材的编排是

以单元为中心,笔者以“万有引力与航天”一章为

例,进行单元化的自主学习模式尝试.

1 教材分析

本章教材是应用牛顿运动定律对曲线运动的研

究.牛顿运用其运动定律研究天体运动并结合开普

勒定律建立了万有引力定律.通过学习人类对行星

运动规律的认识过程和牛顿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过

程可以充分展现万有引力定律发现的科学过程,开
发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增进科学与生活、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社会的联

本身很枯燥的知识在这些教师的课堂上变得生动有

趣.“互联网+教育”模式在这些方面多少会打一些

折扣,最好能在以后找到很好的方法将传统与创新

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学生自制力是影响“互联网+教育”模式

教学效果的一个很大因素.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在

具有互联网这样“开阔空间”里进行专注的学习,事
实上有一部分学生会比在传统课堂里更容易出现注

意力分散.每节课安排两次测试的原因也在于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学生专注学习.“互联网 + 教育”

下的课堂一定不能是“放鸭子”的课堂,教师仿佛参

与度降低,但实际上掌控力的要求是变高了.
再有,“互联网+教育”模式下教师的教学负担

变重了.虽然在许多环节减轻的教师的负担,但同时

又有许多新的负担加上来.比如录制微课、编写测

试、个性化推送训练等.而且互联网下的各种因素变

化非常快,比如软件忽然就更新了,比如硬件需求突

然变高了等等.教师要不断适应互联网的变化,就得

不断地学习更新知识和教学手段.以后可能会出现

教师因故一年没有上课,再回来时已经许多东西都

不会用了的现象.
总的来说,“互联网+”是以后教育发展的必然

方向,如果教育踏上了“互联网 +”的道路,步入互

联网模式,它将高速发展起来,或许在我们转眼一瞬

间,它就将许多还没有反应过来的人们抛在脑后.个
人的教学实践中还有许多疑点、难点没有解决,对此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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