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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信”是一款新型的社交工具.如何巧用微信助力农村学校物理教学? 从建立班级微信群、让学生加

入微信朋友圈、引导学生订阅微信公众号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阐述,以期改变师生们仅仅把微信当成聊天社交

工具的观念,使其认识到微信更是一款可以助力于农村学校物理教学的有效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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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手机的全民普及,“微信”已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社交工具.在广大的农村中

学,“微信”也已逐渐取代了“QQ”,成为学生们沟

通、交流的神器.农村学生家里可能没有电脑,但他

们的手里却必备一部智能手机.然而,科技是一把双

刃剑.如何引导学生不仅仅把“微信”作为聊天、交

友甚至玩网游的工具,而是通过巧妙发挥其强大的

功能,助力于我们的物理教与学? 笔者在这方面做

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分述如

下,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通过建立班级微信群 让物理教学有效延伸至

45min课堂以外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然而并不是唯一的阵

地[1].农村学生由于农事家务繁多,离开学校后学习

的时间普遍偏少.很多学生仅仅停留在上课时听一

听,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这两个环节根本无法完成.
如何让物理教学有效延伸至45min课堂以外? 笔

者通过建立班级“物理学习”师生微信群,帮助我们

实现了这一美好的愿望.
首先,在每一节上新知识课之前,教师先精选与

本课有关的一些生活现象、物理问题、实验视频等发

到微信群,引导学生随时随地进行思考、讨论、交流、

探究.例如,在进行声音的特性“音调”知识点教学

之前,笔者先在微信群发了两段音频.一段是李娜

(女高音)演唱的歌曲《青藏高原》,另一段是彭康亮

(男低音)演唱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夜晚》.让学生

在欣赏优美音乐的同时感受到了声音高低明显的区

别,为引入“音调”打好伏笔.又如,在学习“压强”概

念之前,笔者在微信群发了一段微视频:一位女生,

穿着一双平底鞋,走在海滩上,留下了一串浅浅的脚

印;而当她换上了高跟鞋,再次走在海滩上,留下的

却是深深的脚印 …… 然后引导学生在群里进行讨

论:同一位女生,走路时对沙滩的压力相同吗? 压力

相同为什么会留下深浅不同的脚印? 脚印的深浅与

什么因素有关? 能说出压力的作用效果与什么因素

有关吗? 学生们在群里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前期讨

论,上课时引入压强的概念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这样的预习方式改变了要求学生课前阅读教材、思

考问题、试做习题等枯燥、单一的形式,既激发了他

们预习探究的热情,又让他们预习时可以不受时间、

地点的限制,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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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很多环节也可通过

微信群在课后得到有力的强化.物理课堂上的很多

演示实验,由于器材设计、学生距离等客观原因常常

导致可见度偏低.例如:利用电路板所做的电学实

验、用天平测物体质量、用刻度尺测课本宽度、观察

磁体周围铁屑分布情况等等.此时,可以利用“懒人

支架”,把手机立在讲台桌旁,开启“摄像”功能,把

整个演示实验过程拍摄下来,课后及时把实验视频

发送至微信群,让全班学生课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

点击观看,既弥补了可见度低的弊端,又让学生有多

次重复细致观察、深入思考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有

的教师可能会问:这样做与网上下载一段实验视频

发上去不是一样效果吗? 当然不一样,“亲其师而信

其道”,授课教师亲手演示的实验,学生获得的是直

观感性的认识[2].学生分组探究实验时也可采用此

方式,让不同小组的学生都把各自的实验过程拍成

视频上传,这样大家都能看到其他小组的实验过程,

可起到相互交流、探讨的目的.
再者,在课后复习讲解习题时,由于学生基础参

差不齐和课堂时间的限制,可能还有一大部分学生

不会理解.农村学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

城里的孩子那样通过请家教的方式进行个别辅导.
此时,我们可以通过纸笔形式进行全面、深入的讲

解,然后用手机拍成“微课”的形式,发送至微信群,

让学生去点击观看、思考、探讨,个别不清楚的学生

还可以与教师实现“一对一”的交流,达到了与家教

个别辅导一致的效果.

2 通过互加微信朋友圈 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 实

施因材施教

  农村学生学习基础参差不齐,近几年由于均衡

教育的要求,不允许学校按学生层次区分快慢班,

“因材施教”往往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面对同一个

班级里良莠不齐的各个层次学生,教师的教学设计

一般只能针对大部分的中等生,这往往导致“学优

生”“吃不饱”,“学困生”又“消化不了”的两难局面.
微信朋友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破解这一难

题.首先,教师必须把全班学生都加入自己的微信朋

友圈,然后利用微信里的“标签”功能按基础不同把

学生分成“学困生”“中等生”“学优生”等几个类别

(教师自己掌握,不能透漏给学生,以免损伤他们的

自尊心).这样,无论是在课前的预习环节,还是课后

的布置作业复习环节,我们都能向不同类别的学生

朋友发送不同的与他们基础相适应的预习要求和课

后习题,以真正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例如,在学完

电学“欧姆定律”有关内容后,笔者设计了以下一道

电学程序题.
【例题】如图1所示,电源电压6V不变,R1阻值

6Ω,R2标有“10Ω,1A”字样,R3 阻值12Ω,求:

(1)当S1 闭合,S2 断开时,电流表示数为0.4

A,此时电压表示数;

(2)当S1 和S2 都闭合,滑片P 位于R2最左端

时,电流表示数;

(3)(1)题状态下,1min内电流通过R1和R2所

做的电功分别是多少焦;

(4)S1 闭合,S2 断开,滑片P从变阻器的a端移

至b端,求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变化范围;

(5)当S1 和S2 都闭合,滑片P 位于R2最左端

时,R1 和R3 消耗的电功率分别是多少;

(6)若将R1换成标有“4V,2W”的小灯泡,当

S1 闭合,S2 断开,要使小灯泡正常发光,R2阻值要调

至多大;

(7)S1 闭合,S2 断开,滑动变阻器滑片P向右移

动时,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如何变化;

(8)S1 闭合,S2 断开,若电流表的量程选择了“0~

0.6A”,电压表量程选择了“0~3V”,为使电路中

各元件均正常工作,滑动变阻器的变化范围是多少.

图1 题图

其中,(1)~(3)题发送给“学困生”,(1)~(6)

题发送给“中等生”,(1)~ (8)题发送给“学优生”.
这样,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别收到了与他们基础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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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后练习题,使“学困生”做起来不难,增强了他

们的自信心;而“学优生”做起来又觉得不会太容

易,正好“跳一跳摸得着”.而且因为是线上作答,更

具隐蔽性,更能真实反映学生的思路与水平,有利于

教师一对一的评价与辅导.

3 通过订阅微信公众号 拓宽学生的物理学科视野

提升其核心素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从较高层面讲即体现在其人

文情怀和科学精神这两个重要的维度,而这两个维

度的成功实施依靠的正是教师对学生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的培养与熏陶.农村学生由于地域偏僻、家庭

条件、学校设施、学习条件等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对

物理学科相关知识了解的宽广度、深入性往往有所

欠缺,知识储备严重不足.不像城市里的孩子,从小

就有机会受到科技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场

所日积月累的浸淫,科技见识面广的同时也奠定了

学好物理的有利前提条件.如何弥补农村学生在这

一方面的“先天不足”? 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微信一些

优秀公众号的功能.教师先通过微信里的“搜索”功

能,输入“物理”或“物理学习”等关键词,搜索到一

系列相关的微信订阅号或公众号.这些公众号有些

可能并不适合学生订阅.此时教师必须通过一段时

间的阅读,筛选出适合学生阅读的公众号,及时推荐

给学生订阅,并要求学生经常阅读.如“走进物

理”“初中物理课堂”“物理大师”等均是很不错的微

信公众号.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把他们感兴趣的有关

物理学的科普文章、物理学的发展前沿、物理习题的

分析与见解、物理小实验视频、物理学史故事等分享

至朋友圈或微信群,然后根据学生点赞的数量给予

分享的学生一定的奖励.学生们对此方式兴趣盎然,

认真阅读,积极分享.当然,教师也可适时向学生推

荐公众号上的好文章.例如,在学完“电磁感应”知

识后,笔者即向学生发送了“走近物理”微信公众号

里的一篇文章:“是谁打开了电气化大门? ”该文采

用“讲故事”的形式,介绍了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

现象的艰辛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同时代的其他科学

家,如瑞士的克拉顿、美国的亨利,以及俄国的楞次

在电磁感应现象中也作出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

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其规模、时间与深入的过程、取

得的成果都不及法拉第,因此,人们把发现电磁感应

现象的主要功劳归功于法拉第,打开人类电气化大

门的功臣非法拉第莫属.本文所讲述的物理学史故

事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电磁感应现象的理解,

更能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人类科学历史上的每一次进

步都是建立在一大批科学家们前仆后继、不懈探索

的基础之上.正如牛顿所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

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再如,在学完照相机的光学原理后,笔者与学生

们分享了一篇光学科普文章《LG手机光学防抖灵

感来自鸡头稳定原理》.文章以通俗易懂的文字介绍

了LG最新旗舰机摄像头所拥有的光学防抖(OIS)

功能.此功能可以让用户在运动中获得更稳定的拍

照和摄像效果.文章里还介绍了利用一只鸡所做的

简单实验:抱住一只鸡,在它前面用吃的东西吸引

它.接下来做各种对鸡的晃动动作,你会发现,当鸡

身动的时候,鸡头却是不动的.农村学生因为家里面

一般都养鸡,他们都饶有兴致地完成了这个实验,也
理解了所谓的鸡头稳定原理.这些知识虽然不是课

程所要求的考试内容,但对于增强学生对物理学科

的学习兴趣,了解最新科技发展,体验物理在生产生

活中的广泛应用,培养其创新精神,提升核心素养是

大有裨益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见,“微信”这一

现代通讯利器也能助力于我们的农村物理教学之

事.当然,要充分发挥微信功能并熟练地应用在物理

教学中,教师还必须具备较高的信息技术水平.如在

网络信息海洋搜集材料的能力、文字图像编辑能力、

音频视频制作能力、熟悉各种软件等等[3].只有不断

提升自身的信息技术能力水平,我们才能游刃有余

地把微信高效应用于物理教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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