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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施差异教学,要做到“以生为本”,同时面向全体、照顾差异,促使每个学生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笔

者以差异教学相关理论为指导,从现代信息技术的情境创设、虚拟平台构建及大数据分析3个方面结合中学物理教

学实际对差异教学展开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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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著名心理学家、教

育家霍华德·加德纳说过,“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在

的天才儿童,只是经常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现代社

会是一个需要各种人才的时代,全体学生都是可造

之才,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物理教学中差异的存在

就是客观、必然的了.在物理集体教学中应立足于学

生智能层面的差异,实施差异教学,通过有效的教学

手段和学习评价,最终促使学生能高效学习,具备良

好的物理核心素养.

1 缘起 ——— 国内外关于差异教学的研究现状

差异教学最早是以“因材施教”“个性教育”“分

层教育”等研究方式出现的[1].通过文献梳理,笔者

了解到国外对差异教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美

国,在这个国家,个性化教育是每一阶段教育目标的

重要组成部分且贯穿于各个教育领域之中.许多学

者对此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汤姆林森被誉为“迄今为止对差异教学研究最全面

的人”,她在自己的《多元能力课堂中的差异教学》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在“常规课堂”中面向“全体学

生”的“差异教学”,以及 “如何最大限度地在班级教

学中使每个学生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将差异教学

的核心思想明确为“学生的个别差异是教学的组成

要素,是教学资源,而非负担”[1].

近些年,国内关于差异教学的研究也开始变得

深入、系统、科学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华国栋、程

向阳等人,华国栋在他的著作《差异教学论》中率先

给出了差异教学的定义,即在班集体教学中立足于

学生的个性差异,力促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充

分的发展[2].随着差异教学理念的推广,我国部分学

校也逐渐开展了实践研究,如杭州市天长小学、上海

晋元中学都在差异教学的相关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
对比国外差异教学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差异教

学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忽视学生个性差异的存

在、承认差异但不知如何对待差异、把差异看成教学

负担甚至力图消除差异 …… 这些都是与“尊重差

异、追求优质”的现代差异教学理念相悖的.为解决

这些问题,新时代的教育者需要努力探究出更具有

针对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差异教学模式,而作为新

时代标志并对教育变革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多媒体

技术和信息技术,也将为差异教学的有效实施提供

强大的技术支持.下文中笔者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针对物理学科的差异教学进行论述.

2 实践———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物理差异教学策略

的构建

  华国栋教授在《差异教学论》中提到,计算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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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制定学习目标、创设课堂情境、提供学习资源和

资料、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2].由此可见,计算机技术是教学中很重要的

资源,在常规班集体教学中,立足于学生的个性差

异,利用信息技术对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差异化的

设计和实施,一定可以大大提高物理课堂的有效性.

2.1 利用信息技术模拟物理情境 促进学生最大程

度发展

差异教学强调“还学于生”,关注学生在课堂中

的主体地位,成为学习主体之后,学生会更深刻、更

积极主动地建构知识,从而使自身得到最大程度的

发展.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

景即“情境”相联系的,通过相关情境体验,学生可

以更有效地学习.如图1戴尔的“经验之塔”所示,视

频、图片等直接的体验都可以提升知识的转化率,如

今网络中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源对此就可以起到很

大的支持作用[3],比如磁悬浮列车、电动机等不适合

直接搬到课堂上的实物就可以借助图片让学生直观

地看到;再比如在学习静电现象涉及到雷电等放电

现象时,学生虽知道它的危害但几乎没有人亲身体

验过,在这里借助视频就可以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共

鸣,从而了解雷电放电的剧烈性.

图1 戴尔的“经验之塔”

此外,由于时空的限制,物理教学也会面临一定

的局限性.例如,八年级“宇宙探秘”这一节的教学,

由于星空、宇宙大爆炸及地球自转、公转这些都是宏

观且抽象的,在课堂上很难做到直接创设情境,因此

以往学生主动探究的积极性并不高,大多数学生反

映存在学过很快就会忘记的现象,学习效率非常低

下.但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如一些

星空模拟软件让学生仿佛身临其中,学生的学习效

果将会大大改善.

其中SkyViewFree就是一款非常好的天文观

测教育应用APP,它使用手机的屏幕和传感器为您

提供增强现实视图,学生可以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变成AR取景器,你只需打开它,无论昼夜,它都

将指引你锁定星星位置并加以辨别.将你的设备对

准天空,它就能辨别出你所处位置上空的星座、星球

和卫星,包括国际空间站ISS和哈勃,接着只需直接

点击星体或者星座,就可以进一步看到它的表面形

状及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SkyView还包括一个

“时间旅行”功能,可让您根据对每个物体运动的了

解,查看过去或将来会出现的天空[4].如图2和图3
就是通过SkyView看到的月球表面以及月地距离

等知识,借助它,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置身于一个非

常逼真的太空环境中去观测星空、去学习宇宙知识.

图2 通过SkyView看到的月球表面

图3 通过SkyView观察的月地距离

由此可见,在物理教学中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可以变静为动、变抽象为具体,同时更加直观可视

化,通过信息技术创设物理情境,更是让学生亲历学

习的过程、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学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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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

2.2 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突破传统教

学的统一性

随着课程改革及个性化教育的发展,传统统一

标准的教学模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为了使学

生的个性得到发展、学习积极性得到提高,课堂就需

要给学生更多自主学习的权利,尤其是对于物理教

学.物理是一门注重探究过程及思维培养的学科,但

由于课堂时间以及实验器材的局限,往往造成学习

速度较快的学生“吃不饱”、速度慢的学生“吃不消”

的现象.基于此,笔者在初中物理课堂上引入了

PHET仿真软件,该软件是一款模拟实验软件,借助

它,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还能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5].

PHET(ThePhysicsEducation Technology)

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物理教育科技计划的简称,

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威曼于2002年创立,是一

套以“互动、探索、学习”为宗旨的互动教学系统,教

学内容不限于物理,也包含了很多地球科学、化学、

数学等主题,其目的是通过图形视觉、互动操作的方

式以及线上数位工具的便利,让学生可以从实作体

验里,更具体、有效并且有趣地学习各种科学知

识[5].PHET为科学和数学教学创建免费的、开源

的交互式仿真演示,任何人都可以从PHET的网站

免费下载或使用模拟软件,在美国有数千所中学及

大学已开始使用PHET作为教学手段,目前它已被

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上百种语言,被播放使用了

数亿次[6].
其中物理板块作为PHET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威曼创立它的初衷就是提供一个以互动和探索为导

向的自由物理现象模拟教学,PHET鼓励学生在探

索中学习,激励学生在直观的、游戏化的环境中进行

探索和发现.以初中物理中的光学部分为例,此部分

在普通课堂上多以教师演示实验为主,然后用同一

个标准来要求所有学生,在典型的实验课堂上,学生

也多是在知道实验步骤之后尽快地找到实验结果,

几乎没有科学探究的过程.而在有了仿真软件之后,

学生就可以完全掌握学习进程的主动权,可以方便

快捷地去探索反射规律、折射规律、甚至挖掘到光的

全反射现象.在PHET光学实验室中,学生可以用

熟悉的激光灯来建立与现实世界的关联,然后学生

可以在其中像现实中的操作一样来移动激光笔方

向,从而改变入射角大小如图4和图5所示,记录相

应的反射角和折射角大小,通过分析得出光的反射

定律和折射定律.

图4 入射角为41.6°时光的反射和折射

图5 入射角为58.3°时光的反射和折射

在整个课堂探究过程中,速度慢的学生不必着

急,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速度和难度,这样就避免了

后进生在学习上的受挫感,而且由于PHET软件不

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后进生就有充足的时间来进

行学习,从而达到最终完成学习任务的目的;智力相

对较好、速度快的学生在完成基本的知识探究之后,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疑惑来进一步进行自主探究,如

通过改变波长可以进一步探究光的颜色对光的反射

及折射的影响,在操作界面的“Material”选项中,学

生也可以任意改变材料来增大实验难度从而探究出

许多目前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如从图5、图6中可

以发现不同的材料对光的折射的影响,从图7中发

现光的全反射现象等.相比于仅仅让学生做题而言,

这样的学习方式反而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物理概念

及物理规律.由此可见,PHET倡导自主探究,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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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置身于相关情境中进行体验式学习,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使学生对物理学习充满兴趣,这与建构

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倡导通过协作学习、激

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来完成知识建构的理论相符.

图6 改变入射材料为水

图7 光的全反射现象

2.3 利用信息技术背景下的大数据分析 提高差异

教学的有效性

在教育中关注学生差异,注重培养其优势智能

固然可以使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面向班级全

体学生,如何分辨他们之间的差异,又如何快速识别

他们的优势智能呢?

随着近几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一困扰一线

教师多年的问题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被迎刃而解:众

所周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虚拟经济”飞速发

展,尤其是各大电商,个个都赚的金盆满钵,细究其

中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原来都是“注重个体差异”的

功劳.以淘宝为例,它通过千万用户的浏览及购买记

录等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精准锁定各用户之间的

差异,再根据这些差异进行产品推广,最终提升用户

体验及购买率.同样的,人工智能在教学中也可以反

馈班级整体数据、识别班级中不同层次学生的活跃

指数,当然更可以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行为及作

业情况进行分析,如学生哪些知识点掌握薄弱、哪一

学科发展较好、哪些能力较强 …… 教师通过这些数

据,就可以在保障教学规模的情况下快速识别出学

生差异及其优势智能,在识别学生之间的差异之后,

再次利用大数据会更有利于促进个性化学习和差异

化教学.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已掌握的学生智能差异

情况采取一些个性化的方式(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根

据学生差异分层布置作业),学生也可以通过自己的

大数据(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个人学习及作业对

错情况推送相关题型及知识)有选择地进行个性化

学习,这样就可以更加高效地获取知识.由此可见,

在大数据下,整个学生的学习行为都可以被跟踪记

录,并进行量化分析,这将有利于从本质上认识学习

的发展规律,提高差异化教学的科学有效性.

3 感悟 ——— 多元评价 让每个学生都享受学习带

来的收获

  “多一把尺子,就多一批好学生”,在一线教学

中,教师应该以发展的眼光评价学生,要善于发现学

生的优势智能,同时也要合理借助信息技术的支持,

关注学生的智能个性化,找到激发、利用学生优势智

能的差异教学方法.为保证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中

学物理差异教学得到有效实施,建立一个多元化的

评价体系也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评价对学生的

整个学习行为有调整和控制的作用,它是对学生的

整个学习进展和行为变化的评价,其目的是为了让

所有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而决不是为了确

定学生在集体中的排名位置.因此,建立一个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不仅要注意评价标

准的多元化,还要关注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

元化以及评价方法多元化,这样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可以帮助学生消除心理障碍,提高学习兴趣,更多的

是可以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让每个学生都享受学

习带来的收获.
综上所述,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在物理教

学中全面了解学生物理学习各方面的差异,实施有

(下转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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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堂对学生的概念薄弱之处进行强化.
教学环节9:发布并讲解课堂例题

教师在课堂上使用“雨课堂”发布例题PPT,让学

生打开PPT读题并理解题意,最后对例题进行讲解.

3 结论

本文探讨“雨课堂”教学平台在校外辅导机构

中的教学设计实例,借鉴已有的建构主义理论,对课

外辅导机构进行访谈与教学实践,结合校外辅导机

构与公立学校的多媒体设备差距,针对“雨课堂”在

课外辅导机构中的物理教学的优势,总结出本篇物

理教学设计并且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1)“雨课堂”的出现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校外

辅导机构中多媒体辅助教学的难题.
(2)教师将电子版的例题提前上传到“雨课堂”

中,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雨课堂”提供了一个使教师选取优质的微

课资源作为预习内容分享给学生并且能够及时提供

反馈的平台.
(4)“雨课堂”可以在课前发布学生学习的预习

内容,通过它特有的学生学习情况反馈系统,可以使

教师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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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差异教学,不仅仅是提高了学生的思维品质,培
养了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更是促进了学生得到最

大程度的发展,展示了每个学生绚丽多彩的创造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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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ifferenceTeachingofPhysicsin
MiddleSchoolSupportedbyInformationTechnology

XuGuo
(QingJianHuSchoolSuzhouIndustrialPark,Suzhou,Jiangsu 215122)

Abstract:Tofulfillthedifferentiatedteaching,itmustbe"student-oriented".Meanwhile,embracingthe

wholeandconsideringthedifferences,topromotethemaximumdevelopmentofeachstudent.Basedonrelated

differentiatedteachingtheories,andcombinedwiththeteachingpracticesofmiddleschoolphysics,thisthesis

exploresthedifferentiatedteachingfromaspectsofscenecreationbymoderninformationtechnology,construction

ofvirtualplatforms,andbigda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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