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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题课教学是物理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改进传统习题课的不足,利用大数据平台对物理

习题课最常见的3种题型 ——— 选择题、计算题和实验填空题的课堂精准教学进行探讨,以期能够提升课堂效率,培

育与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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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题课教学是物理课堂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应把握学业质量要求,

运用习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到一起,灵活运用物理

知识,培育与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但传统的习题课

在推送习题、收集学生反馈和课堂批改等环节上都

较为繁琐,不利于教师在课堂上了解学生的需求,课

堂教学的效率不高.
为了改进传统习题课的不足,在今天信息技术

被广泛应用,利用大数据平台对物理习题课中最常

见的3种题型 ——— 选择题、计算题和实验填空题进

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旨在使课堂教学的效率得到提

升.在现代教学技术的支持下,利用学生手上的平板

电脑内的大数据平台,教学界面如图1所示,可实现

高中物理习题课的精准教学.

图1 平板教学教师端教学界面

在数据下习题课精准教学流程图如图2所示.

在备课阶段,教师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习题,并把习题

中考点所涉及到的核心素养目标进行分解.对于课

堂习题的推送和收集这两个步骤,可利用大数据平

台传送到学生平板电脑上,省去了纸质试题收发的

时间.对于学生反馈的收集和教师的批改这两个环

节,则根据题型不同,采取不同的操作方法.对于选

择题和答案表述较简单的填空题,可在发布时直接

设置答案实现自动批改;对于答案较复杂的填空题

和计算题,则是根据学生提交答案的时间差,对先上

交的学生进行批改.批改后,借助大数据平台的统计

功能,教师将得到一份包含学生提交率、提交时间、

得分率、答案分布等信息的作答报告,结合备课时分

解得到的核心素养目标,即可诊断学生核心素养的

欠缺情况,针对薄弱环节制定更为精准的教学策略.

图2 大数据下的物理习题课精准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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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以物理课堂最常见的3种题型 ——— 选

择题、计算题和实验填空题为例,对大数据下的物理

习题课精准教学进行探讨.

1 选择题的精准教学实施流程

【例1】如图3所示,一根粗糙的水平横杆上套

有A 的B 两个轻环,系在两环上的等长细绳拴住的

书本处于静止状态,现将两环距离变小后书本仍处

于静止状态,则(  )

A.杆对A 环的支持力变大

B.B 环对杆的摩擦力变小

C.杆对A 环的力不变

  D.与B 环相连的细绳对书本的拉力变大

图3 例1题图

该题涉及到的核心素养有物理观念(运动与相

互作用观)、科学思维(建构模型、科学推理).对题

目选项涉及到的核心素养进行分解,得到如表1所

示的素养目标.

表1 例1的素养分解

选项 素养目标 素养类型 水平划分

A,B,C,D
 掌握对平衡问题的分析方法 ——— 合成
法、正交分解法

 科学思维(科学推理) 水平2

A,B,D  合理利用整体法和隔离法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科学推理) 水平2

  将学生的反馈汇总之后,得到如图4所示的数

据报告.从图4中可以明显看出,大部分学生对于这

类基础题型的知识点掌握得很好.已无需教师在课

堂上花费太多时间去进行讲解和展开.对于极个别

的学生在整体法和隔离法、受力分析、三力平衡等方

面有问题,可调取学生名单,在课后单独对其进行辅

导.

图4 学生的选项分布及正确率情况

  

2 计算题的精准教学实施流程

【例2】小明以初速度v0=10m/s竖直向上抛出

一个质量m=0.1kg的小皮球,最后在抛出点接住.

假设小皮球在空气中所受阻力大小为重力的0.1

倍.求:

(1)小皮球上升的最大高度;

(2)小皮球从抛出到接住的过程中重力和空气

阻力所做的功;

(3)小皮球上升和下降的时间.

该计算题涉及到的核心素养类型主要有物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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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能量观)、科学思维(科学推理).对题目各小题

涉及到的核心素养进行分解,得到如表2所示的素

养目标.作为计算题,在发布时需设置好分步给分,

以方便在课堂快速批改和统计学生的核心素养情

况.

表2 例2的素养分解

题号 素养目标 素养类型 水平划分

第(1)小题
 通过受力分析,求解竖直向上的匀减速直
线运动

 科学思维(科学推理) 水平2

第(2)小题  知道做功的定义,掌握做功的计算公式  物理观念(能量观) 水平2

第(3)小题
 通过受力分析和过程分析,选用恰当的模
型解决实际的物理问题

 科学思维(科学推理) 水平3

  将习题推送给学生,利用学生提交的时间差快

速批改习题(快速批改界面如图5所示).在教师认

真备课并熟悉答案的前提下,可在10~20s内批改

一份学生的答卷,并将典型错误收藏用于课堂展示,

加深学生对错误的理解.将批改后的反馈汇总,得到

如下的数据报告.整体得分情况如图6所示,各小题

的得分情况如图7所示.

图5 快速批改界面

图6 例2的整体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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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例2每个小题的得分率

  该题是竖直方向上的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求解,

重点在于考虑阻力对运动的影响.通过当堂批改和

对报告数据的解读发现:第(1)问主要是有极个别

学生忽视了阻力存在,直接用竖直上抛的公式来解

答,只需提示其注意审题即可.第(2)问需要学生结

合做功的定义以及重力和阻力的特点进行计算,需

要明确重力方向始终竖直向下,而阻力则与相对运

动方向相反,在上抛与下落时方向会发生改变.第

(3)小题是第(2)问的具体计算,若学生未判断出上

升和下降过程中阻力会反向,用相同的加速度去计

算上升和下降的时间,自然也就错了.因此对于例

2,在课上对该题的第(2)、(3)问涉及的过程进行分

析,并以相同类型的习题进行拓展与延伸,在今后的

课堂中,要引导学生将物理知识和实际情况联系起

来,培养他们科学思维,做到学以致用.

3 填空题的精准教学实施流程

【例3】在“探究电磁感应的产生条件”实验中,

实验连线后如图8所示,感应线圈组的内外线圈的

绕线方向如图9粗线所示.

图8 实物连线图

图9 感应线圈组分离元件图

(1)接通电源,闭合开关,G表指针会有大的偏

转,几秒后G表指针停在中间不动.将滑动变阻器的

触头迅速向右滑动时,G表指针 (“不

动”“右偏”“左偏”“不停振动”);迅速抽出铁芯时,G
表指针 (“不动”“右偏”“左偏”“不停振

动”).
(2)断开开关和电源,将铁芯重新插入内线圈

中,把直流输出改为交流输出,其他均不变.接通电

源,闭合开关,G表指针 (“不动”“右

偏”“左偏”“不停振动”).
(3)仅用一根导线,如何判断G表内部线圈是

否断了?

该实验题涉及到的核心素养主要有科学思维

(科学推理)和科学探究(问题),属于探究型问题,

难度较高.如图10所示,对于填空题的前两问,答案

形式较为固定,可设置自动批改,减少课堂批改时

间.第(3)问属于开发方式问题,需要学生拍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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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教师手动批改.对题目各小题涉及到的核心素养 进行分解,得到如表3所示的素养目标.

图10 填空题批改设置

表3 例3的素养分解

题号 素养目标 素养类型 水平划分

第(1)小题  利用电路知识和楞次定律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科学推理) 水平3

第(2)小题  利用电路知识和楞次定律解决实际问题  科学思维(科学推理) 水平4

第(3)小题
 面对真实情景,利用已学的知识做出科学
假设并解释

 科学探究(问题) 水平5

  将学生的反馈汇总之后,得到如下的数据报

告.整体得分情况如图11所示,各小题的得分情况

如图12所示.

图11 例3的整体得分情况

图12 例3每个小题的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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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对于第(1)小题和第(2)小

题,学生在电路分析和利用楞次定律推导感应电流

方向的综合运用上掌握不牢固.对于第(3)小题这

样的开放型习题,由于平常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少,

缺少综合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毫

无解题的头绪和方法.该题错误率高,涉及素养要素

多,是需要在课堂重点讲解和讨论的习题.第(1)小

题得分率接近七成,说明学生对楞次定律的基本内

容已经了解,但运用还不太熟练.故在讲解时需要注

重演示推理过程,将复杂的模型逐渐拆分成简单模

型再组合起来,强化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第(2)小题,可在第(1)小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自主讨论和推导,再结合实验验证得出的结论.第

(3)小题,可利用实验仪器进行实验演示,由现象入

手,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和得出结论.对于

这一类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的习题,更多注重对实验

操作与演示过程中涉及思想方法的提炼,将更多的

课堂时间留给学生,引导学生自我发现、自我学习.

在该题讲解之后,应当用类似的开放性习题对学生

进行巩固,引导学生利用身边的实验仪器去进行探

究现实中的物理现象.

4 总结与反思

通过对以上3个案例的实施发现,大数据下高

中物理习题课的精准教学可以有效地提升课堂节

奏,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

学习和探究.同时教师通过大数据手段,可以在课堂

上快速掌握学生的核心素养目标达成情况,时刻了

解学生的需求,为课堂下一步的教学提供精准指引,

大大地提升课堂效率.当然,由于不同班级的学生其

核心素养水平都有差异,为了能够更精准地掌握学

生的核心素养情况,需要花更多精力去亲近学生,更

有针对性地选择习题,更精细化地编制习题的核心

素养目标,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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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mmaryofIntegratingIdeologicaland
PoliticalCourseEducationintoUniversityPhysicsClass

ChenGuohua ChengMinxi
(SchoolofPhysicsandTelecommunicationEngineering,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Educationisacomprehensiveeducationalconceptthataimsto

integratevalueshaping,knowledgetransfer,andabilitytraining,andregard"moraleducation"asthefundamental

taskofeducation.Inordertopromotetheintegrationof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intouniversityphysics

classrooms,theteachingstrategiesand methods,theoreticalprofessionalcourses,andexperimentalandpractical

coursesthathavebeenintegratedintouniversityphysicsclassroomsinthepast4yearsweresummarizedand

prospected.

Keywords: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education;universityphysics;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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