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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中学物理课堂教学设计之中,用 Word2003中绘图工具栏设计(绘制)中学物理

课堂教学过程结构的一种简便、实用方法.
关键词:Word2003 绘图工具栏  绘制  物理  课堂教学过程结构

  物理信息化课堂教学过程结构的设计,是课堂

教学设计的关键所在,是信息化课堂教学设计的逻

辑体现.最近在研究物理信息化课堂教学设计(包括

基于网络的物理“双课堂”教学设计[1])文献资料中

发现,教学设计普遍缺少课堂教学过程结构(流程

图).目前,信息化教学方兴未艾,探索信息技术与中

学物理课程的整合,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中学物理课

堂教学设计之中,完成课堂教学过程结构设计很有

必要.
课堂教学过程结构设计(以下简称设计)要使

用绘图软件工具,有好几种,对于广大中学教师来

说,应用 Word2003所提供的绘图工具栏绘制,适

用、简便、经济,值得探索研究,推广使用.

1 建立设计的资料库 以便经常调用

1.1 常见的在设计中统一使用的一种图形符号

本文简称基本图形符号(一般有5个).
(1) 教学内容与教师活动

图形形状为矩形,长和上下页边平行,宽与左右

页边平行.内填写教学内容和教师的活动内容.
(2) 学生活动

图形形状为平行四边形,较长对边与上下页边

平行,较短对边向左倾斜且平行.内填写学生活动,

即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所进行的活动内容.

(3) 逻辑判断

图形形状为菱形,较长的对角线与上下页边平

行,较短的对角线与左右页边平行.内填写教师进行

逻辑判断的内容.
(4) 开始与结束

图形形状为六边形,对边平行且相等,较长的一

组对边与上下页边平行,较短的两组对边相等,其中

一组向左倾斜平行,另一组向右倾斜平行.是课堂教

学过程开始和结束的符号,内填写开始或结束.
(5) 媒体运用

图形形状似横置的古代窑门,由两部分构成,右

半部分为矩形,较长对边平行且相等(与上下页边平

行),较短对边平行且相等(与左右页边平行),左半

部分形似矩形(左端为圆弧形).左端圆弧线关于过

两宽中点的直线对称.内填写媒体的应用,即媒体的

类型和媒体的内容要点,左内填媒体的类型,右内填

媒体的内容要点.

1.2 常用的连接基本图形符号的符号

本文简称连接符号.
常用的连接符号有直接的(本文简称基本连接

符号),也有组合而成的(本文简称组合连接符号).
(1)基本连接符号(有2个)

|图形形状为竖直线,与左右页边平行,连接上

下基本图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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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形状为水平线,与上下页边平行,与第

一个基本图形符号组合连接左中右基本图形符号.
(2)组合连接符号(常用到4个)

由基本连接符号组合构成.

.图形形状和特征(对

称性)读者自行观察,不再赘述.第一个和第二个连

接上面1个下面2个或3个基本图形符号,第三个和

第四个连接上面2个或3个下面1个基本图形符号.

1.3 基本图形符号的获取(绘制)

用 Word2003绘图工具栏绘制基本图形符号,

首先要显示绘图工具栏,用视图/工具栏/绘图菜

单显示,或单击常用工具栏绘图按钮显示.
基本图形符号的绘制有两种途径.
(1)方法一,用自选图形/流程图菜单绘制

自选图形/流程图/过程 (数据 、决

策 、准备 )/拖动(横向)/单击(空白处)

退出,得到前4个基本图形符号.

第5个基本图形符号由流程图中过程 和

延期 组合而成自选图形/流程图/延期 /

拖动(横向)/绘图/旋转或翻转/水平翻转 /自

选图形/流程图/过程 /拖动(横向)/选定

/绘图/组合 ,拖动过程 时鼠

标先在 的右上角开始到右下角再向右拖动,就

可不改变过程 的大小和位置.

(2)方法二,用自选图形/基本形状菜单绘制

自选图形/基本形状/矩形 (平行四边形

、菱形 、六边形 )/拖动(横向)/单击

空白处退出,也直接得到前4个基本图形符号.
第5个要由矩形、直线和弧形组合得到自选图

形/基本形状/矩形 /拖动(横向)/直线 (双

击)/拖动(向右) /自选图形/基本形状/弧

形 /拖动(起点为左上端,终点为左下端)

/选定/绘图/组合/单击(空白处)退出(注意:拖

动直线时两次起点分别为矩形的左上角和左下角且

长度相等,拖动弧形旁边的黄色小菱形改变形状.
方法一和方法二相比,前4个绘制的难易程度

相同,第5个基本图形符号的绘制方法一比方法二

绘制容易,且较准确.

1.4 连接符号的绘制

(1)基本连接符号直接绘出,也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自选图形/线条/直线 /拖动(水平

拖动得水平线)/自选图形/线条/直线 /拖动(竖

直拖动得竖直线)/单击空白处退出.
方法二,直线 按钮(双击)/水平拖动(绘出水

平线)/竖直拖动(绘出竖直线)/单击(空白处)退

出.直线按钮能连续使用.
(2)组合连接符号由基本连接符号组合而成

方法一,用上述方法一(绘图网格帮助).

方法二,用上述方法二绘制 并复制

(Ctrl键辅助)/选定(复制的)/绘图/旋转或翻转/

垂直翻转 /单击(空白处)退出.这样,左

右竖直线和水平线的交点对称.方法二若不用复制

时,用绘图网格帮助.
显然,方法二较方法一便捷、省时(直线按纽能

多次使用).

1.5 保存基本图形符号和连接符号 建立资料库

为了在每天备课时随便调用,设计课堂教学过

程结构,就要保存基本图形符号和连接符号,防止被

他人修改或删除,并存有备份,保存(备份)时要加

密,并牢记密码,所选的磁盘不相同最保险.
保存.文件/保存/保存位置(我的文档)/文件

名(我的课堂教学过程结构设计的图形符号)/保存

类型(Word文档)/工具/安全措施选项/打开文件

时的密码(键入密码)/确认密码(键入与前相同密

码)/确定/保存.
备份.文件/另存为/可移动U盘/保存.

2 设计

2.1 打开资料库 显示绘图网格

(1)打开资料库

文件/打开/查找范围(我的文档)/文件名(我

的课堂教学过程结构设计的图形符号)/打开/请键

入打开文件时的密码/确定.
(2)显示绘图网格

绘图/绘图网格/在屏幕上显示网格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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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垂直间隔(1cm)水平间隔(1cm)/确定,这时

菜单中在屏幕上显示网格线的左端出现外部带方框

的对钩号,网格线显示.待课堂教学过程结构设计完

成后,绘图/绘图网络/在屏幕上显示网络线(单击

左端的对钩号,对钩号消失)/确定,网格线隐藏.

2.2 用 Word2003绘制

用 Word2003绘制课堂教学过程结构,实质是

基本图形符号和连接符号的组合.
绘制时,基本图形符号和连接符号要重复使用

几次,且基本图形符号的大小要基本相同,所以用复

制的方法重复使用两种符号较理想.绘制的位置可

在目标文件处直接绘制,但最好在资料库中绘制好

后再复制到目标文件中.

2.2.1 基本图形符号的使用

方法一,直接使用,连接组合后要添加(编辑)

文字,还要调整大小,较繁.
方法二,在基本图形符号中直接添加(编辑)文

字后,连接组合,不调整大小,不影响整个组合图形,

较易使用.

1)在基本图形符号中添加(编辑)文字

对于前4个,添加文字,右击(不含文字的基本

图形符号)/添加文字(添加后可编辑)/单击(空白

处)退出.编辑文字,右击(含有文字的基本图形符

号外框)/编辑文字/单击(空白处)退出,或单击

(指向含有文字的基本图形符号中鼠标形状变为I
时)/(插入点出现在文字后)编辑文字/单击(空白

处)退出.对于编辑文字,后者直接些.
注意,添加(编辑)文字时,一行结束后按回车

键另起一行,若横向(纵向)太小,向右(向下)拖动

图形右边或下边中部控点(鼠标形状变为双向箭头

时),横向(纵向)放大后再添加(编辑)文字.

2)在第5个基本图形符号中添加(编辑)文字

方法一,两部分分别添加(编辑)文字后再组

合,比较实用,若要重新编辑,取消组合分别编辑后

再组合.
方法二,选定(组合图形)/单击左图边框/右击

左图边框/添加(编辑)左图文字/单击右图边框/

右击右图边框/添加(编辑)右图文字/单击空白处

退出.
方法三,单击左图内/(插入点指向左图内)编

辑左图文字/单击右图内/(插入点指向右图内)编

辑右图文字/单击空白处退出(只适用含有文字的

组合图形).
上述方法中,方法一实用,方法三编辑简易,方

法二中选定组合图形,再单击左图(右图)边框,左

图(右图)控点形状发生变化,由空心圆圈变为带交

叉的圆圈.

2.2.2 连接符号的使用

方法一,基本连接符号直接使用和组合使用连

接基本图形符号,但在使用时要组合,较繁.
方法二,常直接使用基本连接符号的第1个和4

个组合连接符号,使用时不组合连接符号,较易,组

合连接符号使用时要调整大小到足够大.

2.2.3 绘制课堂教学过程结构

方法一,用连接符号连接并组合不含文字的基

本图形符号,接着向基本图形符号中分别添加(编

辑)文字,较繁,很少用.
方法二,用连接符号连接含有文字的基本图形

符号后,再组合成为一个整体图形对象,即课堂教学

过程结构.由于基本图形符号中的文字已经添加(编

辑),一般不再重新添加(编辑),基本图形符号的大

小和位置不发生变化,容易操作,较易,一般用.
两种方法操作过程.复制基本图形符号到位

(含、不含文字)/复制连接符号到位/调整大小连接

符号/…/选定所有符号/绘图/组合.
上述前两步要反复几次方能完成所有基本图形

符号的连接,添加(编辑)文字方法与前面第5个基

本图形符号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若要重新修改课堂教学过程结构,选定/绘图/

取消组合/单击(空白处)退出,部分或全部修改后

再全部组合;或直接分别单击基本图形符号(内含文

字)内,编辑文字较简易,按住Ctrl键复制.

2.3 归位课堂教学过程结构

单独或直接设计的课堂教学过程结构,要归位

到课堂教学设计之中,组成一个整体,随段落文字或

表格文字一起移动,便于修改,这就是对象(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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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结构)格式中的版式问题.
直接绘制在课堂教学设计两段文字之间(一栏

或两栏)或表格单元格中的课堂教学过程结构,

Word2003自动设置其对象格式(版式),随文字(表

格)移动(上下),也可重新设置.单独绘制的,要复

制到课堂教学设计之中,用方向键移动位置.用复制

比用剪切好,能防止丢失.
设置对象版式.右击对象/设置对象格式/版

式/高级/图片位置(确定水平对齐与垂直对齐方

式,选中对象随文字移动)/文字环绕(确定环绕方

式、距正文距离)/确定/确定.

3 用 Word2003中绘图工具栏设计物理课堂教学

过程结构的优点

  课堂教学过程结构也能用几何画板或其他绘

图软件制作,但使用 Word2003自带的绘图工具栏

绘制简便、经济.因为 Word2003是文字处理的公用

软件,课堂教学设计的文字部分、表格部分和用自带

的绘图工具栏绘制的组合图形对象,其中所添加(编

辑)的文字,都是用同一个软件制作的,是相一致

的,复制不需要转换软件,修改容易,排版容易.用

Word2003自带的绘图工具栏绘制图形对象比用其

他绘图软件易学,易掌握,易操作.Word2003自带

的绘图工具栏由于是自带,所以计算机中只要安装

Word2003软件就会有绘图工具栏,其他绘图软件

一般计算机没有安装,要使用就得安装(不方便),且

操作复杂,不易掌握.
综上所述,对于广大中学物理教师(尤其是农村

中学),信 息 化 课 堂 教 学 过 程 结 构 设 计,用

Word2003自带的绘图工具栏绘制易学好用[2],应该

是首选的.只有掌握方法要领,加上反复训练,才能

熟练操作应用方便.
此文对物理信息化教学设计尤其是基于网络的

物理“双课堂”教学设计[“双课堂”教学设计中教学

过程结构(流程图)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组成部分]有

帮助,对其他学科信息化教学设计亦有参考,对解读

国内信息化教育教学领域的带头人、著名学者南国农

教授主编的《信息化教育概论》中关于课堂教学过程

结构设计的论述在物理学科中的应用也有辅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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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cosθ≤1,则需 3g
4ω2L≤1

,即ω≥ 3g
4L

时才存

在θ2 这一平衡位置.
单个物体在保守力场中运动,势能曲线极值点

对应的位置即为平衡位置.将这一结论推广到匀速

旋转的非惯性系中,通过引入离心势能来沿用这一

结论,对处理非惯性系中的平衡问题提供了便利.

5 小结

现行力学教材中的物理规律大多建立在惯性系

中,将这些规律移置在非惯性系下进行讨论,渗透物

理思想,重现物理规律方法建立的过程,使知识的建

立触及学生思维层面,才算避免机械灌输,达到有意

义学习.在匀速旋转的参考系中引入离心势能,从教

学上说,既是力学框架下内容的补充,又是梳理“机
械能守恒”逻辑脉络的机会.将惯性系中涉及势能

的规律推广到非惯性系中,并借以解决非惯性系力

学问题,是学生深化理解知识,进行科学迁移的重要

过程.因此,离心势能的教学就应注重归纳科学方

法,而不能让学生止步于对公式本身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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