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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TPACK理论是将现代技术与学科教学知识相结合的知识理论,在教育领域涉及较多,教师在物理课

堂中使用好此理论可使课堂气氛活跃,教学质量提高,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笔者结合TPACK理论设计了“单摆”

教学案例,为TPACK理论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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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的逐步发展,教育领

域呈现出纷繁的技术应用,科学技术逐渐步入课堂

教学中,教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好信息技术与

教育技术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

引导者及教学的设计者[1],若能将信息技术合理地

应用于教学中可优化教学过程、提升教学效率、改善

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多方面发展及教师技能提升.

1 TPACK理论介绍

  2005年美国的两位学者马修科勒和庞雅米什

拉在著名心理学家舒尔曼的PCK理论的基础上提

出了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简称为 TPACK[2],

其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
技术知识(TK)、教学知识(PK)和内容知识

(CK)是TPACK理论的3个基本类型,在3个基本

类型的交叠处形成了技术内容知识(TCK)、技术教

学知识(TPK)、教学内容知识(PCK),中心交叠处

形成了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即TPACK理论

结构[3].TPACK理论拓宽了舒尔曼的PCK理论教

图1 TPACK理论结构框架

学内容知识结构,是教师在教学创新中所需理论知

识,TPACK理论是内容、教学法与技术之间的交叉

及互动,教师需要运用教学技巧,以一种建设性的方

式来进行授课.下面将对TPACK理论的各个知识

结构进行简单的介绍如表1所示[4].

  *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物理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项目编号:ZG489
作者简介:保永亮(1995 ),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物理).
通讯作者:矣昕宝(1970 ),男,副教授,主要从事物理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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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PACK理论下的各知识点简介

内容知识

(CK)
 教师需掌握的教学主题知识(包括教师对所教内容结构及方法的理解)

教学知识

(PK)
 教师需掌握教与学的实施技能、程序或策略(包括确定学习目标、教学设计、预期的学习结果、

教学评价等过程中所涉及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技术知识

(TK)
 教师需具备如何使用技术、工具和资源的能力,能够持续适应信息技术的变化(包括全面理解

信息技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应用信息技术,具备适当使用信息技术帮助实现目标的能力)

教学内容知识

(PCK)
 舒尔曼在1986年提出的改变教学主题的理论.当教师教授主题时,由于学生间的差异性可通

过多种方式来进行表述.PCK包括与课程和教学方法相关的教育、教学、学习、评估

技术内容知识

(TCK)
 教师需了解内容与技术间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能够具体应用技术及选择最合适的技术将

所教授的主题内容呈现给学生,来帮助学生掌握内容即通过TK呈现CK

技术教学知识

(TPK)
 指教师根据教学法选择特定的技术,来达到活跃课堂氛围的效果(包括了解教学能力及应用

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教学策略)

技术教学内容知识

(TPACK)

 技术是有效教学的基础,它要求利用技术去表达思想;使用技术去展示关于难学、难教或易学

知识点及帮助学生更容易地解决问题以及培养学生的初步知识及思辨、创新能力;以及关于如

何利用技术进行对现有信息的扩展以发展新的认识或加强旧的认识的复习,即教师应具备的知

识与规划能力

2 TPACK理论在物理教学发展中的可观性

  TPACK理论是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相结合

应用于课堂教学中的理论体系,符合时代的发展趋

势和教育领域的前进方向.在教学中应用TPACK
理论有利于学生学习,使教学更能达到预期目标,帮
助较大.TPACK理论运用于物理教学中可打破以

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教师将

信息技术、教育技术应用于物理教学中改变了以往

枯燥乏味、教师主讲、学生装听的物理课堂假象;采
用TPACK理论教学可使物理课堂变得鲜活有趣,

增加师生间的有效互动,利用信息技术、教育技术创

设有利于学生学习及探索的情境,培养学生的创新

及思考能力;同时教师对TPACK理论掌握得更加

熟练,能够更好地应用于物理课堂教学中,达到教学

相长的效果.现今科学技术、信息技术、教育技术等

多种技术交叉在教育领域,教师不得不去适应技术

的发展在教学中的应用,TPACK理论与此是相对

应的,掌握好TPACK理论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能

够提升教学质量,由此TPACK理论在物理教学中

是可操作的、有效率的,在物理教学发展中是可

观的.

3 TPACK理论下“单摆运动”教学设计

  将教学知识(PK)、内容知识(CK)、技术知识

(TK)进行合理整合,合理搭配相应的技术内容知识

(TCK)和技术教学知识(TPK)对教学内容知识

(PCK)进行教学辅助,完成整个TPACK的教学.在

TPACK理论指导下依据表1分析出本节课的内

容,设计出如表2所示的教学过程.
表2 TPACK理论下“单摆”教学设计

教学步骤 教学内容 TPACK分析及设计意图

1.课堂引入

 利用多媒体播放生活中有关的“物体摆动”现象的视频.并诱发学

生思考这种“摆动”是一种什么运动,与之前学习过的内容有何异同

之处? 这种“摆动”具有什么特点?

 TK:通过多媒体将视频呈现

给学生.

 PCK:通过视频播放培养学生

的观察、总结能力及对之前内容

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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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教学步骤 教学内容 TPACK分析及设计意图

2.教学

过程

(1)单摆

定义及

回复力

 利用Flash软件制作出单摆的简单模型并通过多媒体呈现给学

生,让学生判断是否为简谐运动.引导学生进行受力分析后再呈现

出摆动过程中的受力情况及给出单摆的概念.

图2 单摆受力情况

 引导学生探究出单摆回复力公式F=-mg
lx,并与简谐运动相联

系,能区分回复力、平衡位置及方向之间的关系.达到能够判断物体

摆动情况的目的

 PK:经动画的演示,来提升学

生的兴趣,将单摆的详细过程更

加直观地呈现给学生.
 CK:制作出单摆的简单物理

模型,与简谐运动相联系,逐步

得出单摆的概念及单摆回复力

公式,达到会判断生活中的摆动

情况是否为单摆.
 TK:Flash软件的简单操作

(2)单 摆

周 期 与

摆 长 间

的关系

 先让学生进行分组实验(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器材)让学生思考周

期与质量、振幅、摆长、重力加速度是否有关联? 引导学生找出周期

与摆长间的关系及应注意的问题,将学生的想法和相关的问题汇总

后以PPT的形式呈现在屏幕上,进行讨论.教师搜集相关的“探究单

摆周期与摆长关系”的微视频,以直观的现象呈现给学生,给学生一

定的启发性,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在实验当中存在的问题及应注意的

事项.再让学生进行实验,通过测量摆长和摆的周期,得到数据并记

下;通过改变摆长得到多组数据,并进行记录.通过简单数据分析让

学生猜想周期与摆长间的定量关系,依据猜想建立相应的坐标系利

用Excel做出图形.再对学生进行引导,当摆动的角度很小时,对摆

球进行受力分析,与简谐运动相联系,可有

F=-mg
lx k=mg

l  T=2π m
k

由此可得出“单摆”的周期公式:T=2π l
g

 最终可得出周期与摆长间的关系:在同一位置(重力加速度相同)
单摆做简谐运动的周期T 与摆长l的二次方根成正比,与振幅、摆
球质量均无关[5]

 TCK:利用微视频进行讲解指

导学生实验.
 TPK:利用教学多媒体及计算

机Excel,使教学变得更加便捷

高效,通 过 计 算 机 进 行 图 像 拟

合,节约了图纸拟合的时间,降
低对数据处理的要求,减小了实

验误差带来的影响.
 PCK:学生在思考、观看及动

手实验之后得出结论和推导出

周期与摆长间的关系.整个过程

中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教学中,避
免了学生“装听”的假象,“伪教

学”的过程.能够推导出单摆周

期公式,知道书本公式的“空穴

来风”直接给出的空洞情况[6]

(3)利 用

单 摆 测

重 力 加

速度

 根据单摆的周期公式变换得出,g=4π
2l

T2 ,只需测出摆长与周期间

的关系,通过作图法拟合出l= g
4π2T

2 的图像,根据图像求出斜率

g
4π2

从而求出重力加速度.

 随着智能手机的升级,其功能越来越强大,带有各种类型的传感

器,如加速度传感器、光传感器、磁传感器等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极

为广泛.鼓励学生参照上述原理利用智能手机去测重力加速度[7]

 TCK:对智能手机传感器的使

用及实验原理的熟悉.

 PCK:教师通过布置家庭作业

的形式让学生对利用单摆测重

力加速度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

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下转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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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aringwithnationalkeyuniversities,localuniversitieshavepoorscientificresearchconditionsand

feweropportunitiesforstudentstoparticipateinscientificresearchtraining,whichaffectsthecultivationof

students’innovativethinking.Throughthesurveyofstudents’participationinscientificresearchforShijiazhuangU-

niversity,wefoundthatmoststudentshavestronginterestinscientificresearch,whichisingreatcontradiction

withthelimitedscientificresearchresourcesoftheuniversity.Inresponsetothisproblem,wehavetentativelycon-

structedasemiconductorfunctionalmaterialsimulationresearchteam.Aftertwoyearsofdevelopment,wehave

formeda“Teacher-High-Low”three-levelsteppedscientificresearchtrainingmodel,whichhasnotonlyachieved

certainscientificresearchresults,butalsoenablestudentstoobtainagoodscientificresearchtrainingexperienceand

greatlyenhancetheirinnovationcapabilities.

Keywords:localuniversities;physics major;steppedscientificresearchtraining mode;teacher-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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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教学步骤 教学内容 TPACK分析及设计意图

3.课堂小结

与归纳

 对本节知识再回顾,对“单摆”模型、概念、摆长、周期及重力加速

度的关系及能判断生活中的“摆动”现象是否为简谐运动,知道从分

析单摆的回复力,看与位移是否为反比且反向或分析单摆与周期的

关系是否满足正弦的关系.能够推出单摆的周期公式

 PCK:对学生解决问题,归纳

总结,物理问题与实际生活相联

系能力的培养及加深印象

4 总结

  信息技术与物理教学相结合是大势所趋,不可

阻挡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唯有将信息技术与教学

相融合,整理出适合自身的教学方法,TPACK正是

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教学理论.教师在教学中

合理搭配TPACK理论,能够使教学变得更加高效、

课堂气氛更活跃,教师的教学能力也得到提升,同
时,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了教师主导、学生

主体、学生积极主动地构建知识的新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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