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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应用 数字技术条件下的物理教材建设

 

缪可可 程福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100029)

(收稿日期:2018 04 03)

摘 要: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教材形态的变革与发展,诸多的技术都可以配合教学内容在教材中得到实际应

用,本文介绍了数字技术在教材中的应用场景,以及未来可能的应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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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云存储、云计算改变了我们协作的方式,大数

据为人类行为提供了相关性分析,而人工智能则进

一步将人类从低级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样这

一批数字技术的产生,对于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也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将以物理教材为例,讲述数

字技术在教材中的应用.
物理是公认的比较难教的课程,其中涵盖的诸

多物理学概念不易被学生所理解,而在课堂教学以

外,学生的学习更多是通过教材进行.如果通过上述

的技术手段,对教材进行数字化改造,推动教材的形

态向着更新颖、更富时代性、更适应学习模式方向发

展,就可能现实教材更好的辅助教学的功能,从而提

高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质量,为培养基础扎实的理

工科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我们目前以数字技术为

依托,在诸多大学物理教材中进行尝试,打造了一批

与数字技术结合紧密的教材,称之为新形态教材.

1 各类数字技术在教材中的应用

1.1 云存储技术

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教材[1],在内容中

插入了二维码(图1).每个二维码就代表一个网络

的入口,指向教材纸质文本以外的多媒体教学资源,

这其实就是云存储技术在教材中的最基本的应用.

图1 二维码在教材中的应用

二维码的入口技术,给教材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它可以指向一段拓展阅读材料,也可以指向一段授

课视频,还可以指向电子教案.在以往的教材中,需
要“开窗口”的内容,通过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就可

以实现了,既精简了教材的主体内容,又方便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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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浏览,并且资源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可以包

含:文本、视频、音频、图片等多种形式,辅助教学的

功能更加突出.
甚至,通过二维码和试题库的结合,还可以在教

材中附上预习题、复习题等自测[2],从而帮助同学更

好地了解自己对于所学物理概念的掌握程度.而自

测成绩可以与周围同学进行对比,从而产生一定的

同伴激励作用.读者可以扫描图2(a)的二维码,在
手机上会出现微信登录界面,登录进入之后出现自

测页面[图2(b)],读者可以进行自测.

图2

2.2 H5技术

目前 H5技术是比较新颖的一种形式,它最显

著的优势在于跨平台兼容性,用 H5制作的程序可

以在PC端与移动端、Windows与Linux,安卓与

IOS等各个平台上使用.这种强大的兼容性可以使

得以前只能在电脑端操作的动画教学资源,在电脑

端和手机端都可以进行操作.
比如在介绍角动量的概念时,学生是比较不容

易理解角动量这样抽象的概念的.而通过在教材中

引入H5动画[3],在角动量概念附近中插入相应的

二维码(图3),同学就可以自己在手机上操作,通过

改变参量从而直观地理解角动量的概念(图4).

图3 直升机 H5动画二维码

图4 直升机 H5动画界面

2.3 AR技术

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简称 AR)也是

近几年兴起的一项技术,是在终端屏幕上将虚拟3D
图像与摄像头获取的现实世界图像进行互动的技

术.我们在很多的童书中已经看到这个技术的应用,

目前,在教材中,这类技术也开始逐渐被接受并使

用.
在我们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课前预习一直

是教学中的一个盲点.学生在进入实验室之前,无法

获取对实验仪器的直观印象,从而在预习时无法了

解实验的真实情况.如今,在教材中引入 AR 技

术[4],学生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实验仪器的全貌,了
解各个部件的形态和功能,甚至还可以动手进行实

验操作,从而对实验原理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读
者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图5),观看一下如何在

AR应用中学习和使用示波器.

图5 示波器AR录屏演示

2 其他数字技术在教材中应用的可能性

除了以上已经在教材中实现的技术,还有很多

的技术,可以进一步发掘其应用,在教材中逐渐实

现.
2.1 VR技术

在教学实训或实验中,一些危险性(腐蚀性、爆
炸性、放射性等)实验无法让学生实地观测,或者一

些实验仪器非常昂贵,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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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难以承担,这些实验都可以通过VR技术在教学

中实现.目前一些简易的VR设备,可以通过“纸质

镜框+智能手机+VR应用”就可以实现,这些资源

如果充实到教材配套中,使得学生在学习相关实验

或概念时,可以亲眼见证实际的实验仪器及实验操

作过程,必定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更深刻

地理解相关的学习内容.
2.2 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BigData)、人工智能技术(AI)同样也

可以应用到教材建设中.如果上述提及的云存储等

数字化技术在教材中大量使用,可以积累较多的用

户数据,比如授课视频的学习进度、拓展阅读材料的

游览情况,特别是自测题的作答情况,以及LBS下

同学学习数据的比较,大数据可以针对读者的学习

数据进行分析,对用户建立用户画像,并进一步匹配

读者的学习过程,从而AI可以实现对单独用户的个

性化定制教辅活动,从而帮助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教

学内容.

3 总结

身处新时代,数字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教学的模

式和形态,教材建设同样面临着深刻的改革.我们看

到,通过信息技术的支撑,教材不再是白纸黑字的静

态模式,其中可以包含诸如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

多媒体内容,可以进行自我测试,可以进行同伴交

流,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实验仪器、拥有个性化教学

指导AI.而更多的数字技术,还在不断地迭代发展,

我们只有立足课程内容,努力拥抱新的技术,发掘各

种技术手段,使得教学在多维度、多层次同步推进,

以教材为支点推进教学改革,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

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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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环节能很好地发展学生的人际智能,通过小

组间的相互合作,能够有效地理解团队间的关系和

提高与人交往能力,其中也包括了组织能力、协商能

力和分析能力.综合表现为对他人的关心,善体人

意,个体能很好地融入团体合作.)
(7)创设情境,理论推导探究

科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不仅得到了上述实验,

还得出:

同种物质,质量相同,吸收的热量和升高的温度

成正比.
同种物质,升高相同的温度,吸收的热量和物体

的质量成正比.
并在此基础上用数学的方法推理得出:

同种物质, Q
m·Δt

的值是一个定值;不同物质

Q
m·Δt

的值是不同的.

定义: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温度每升高(或降

低)1℃ ,吸收(或放出)的热量,叫做这种物质的比

热容.

公式:C= Q
m·Δt

,单位:J/(kg·℃).

此环节能有效开发学生的逻辑数学智能和语言

智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靠推理来进行思考,通过

提出问题并执行实验以寻求答案,寻找事物的规律

及逻辑顺序,对科学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物理

结论能够用语言顺利而高效地进行描述和表达.

4 结论与启示

教学实践表明:在初中物理概念教学的过程中,

运用多元智能理论突出概念形成的过程和方法,突

出初中物理概念的特点,积极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的

社会生活,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物理概念的

积极性,同时促进初中学生的物理思维的智能多元

化发展,更能有效地将初中物理概念教学变成学生

学习物理兴趣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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