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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掌握学习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被我国引进以来,经历了多次发展,对我国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具有深

远影响.在以核心素养为主导的新一轮课改中,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成为高中物理课程发展趋势,大数据工具出现

很好地解决了以往掌握学习理论耗学时、难操作等问题.在高中物理课堂教学中,以掌握学习理论为指导,运用大数

据辅助教学,作为新课改理念下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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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掌握学习理论是在人人都能学好的预设下,以

集体教学为主,个别教学为辅,动态调整影响学习的

相关变量,让大多数人都能掌握的教学策略.
当下,大数据在我国教育行业的使用多以精准

教学为主,往往缺少系统化、多元化的教育理论的指

导,从而陷入重技术手段轻教学理论的误区.掌握学

习理论指导下的大数据辅助课堂教学不仅弥补了掌

握学习理论操作缺陷而且使得大数据的使用更加切

实有效.本文以掌握学习理论为指导,以“万有引力

与航天”单元复习为例,运用大数据辅助进行教学实

践尝试.

2 教学过程实施

2.1 学情分析

学生学习过程中往往存在以下困难:在生活经

验上,天体运动对于学生生活来说相距较远,概念较

为抽象,学生缺乏经历.在物理模型的建立上,万有

引力与圆周运动结合后的公式花样繁多,学生很难

追根溯源,往往张冠李戴.在解题中往往题目新颖,

题意复杂,学生很难提炼有效的信息,加上空间想象

能力和地理知识的缺乏,学生往往产生畏难情绪,缺

乏信心.

2.2 制订教学目标

分层制订指向全体学生的教学目标,设置掌握

的标准.笔者以“万有引力与航天”单元目标为例.
掌握性目标:

(1)了解人类探索宇宙、发现科学规律的探究

历程.
(2)掌握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内容.
(3)掌握万有引力定律的内容及适用条件.
(4)掌握万有引力定律应用的两类基本模型.
(5)掌握近地卫星、同步卫星的特点.
(6)掌握3个宇宙速度的含义,会推导第一宇宙

速度.
(7)了解经典力学发展历程以及局限性.
提高性目标:

(1)能体会科学规律发现过程,理清力学知识的

逻辑关系.
(2)深入理解两个基本原理,掌握圆周运动与天

体运动的联系以及区别.
(3)会运用动力学方程分析卫星变轨问题.
(4)会运用动力学方程分析双星以及多星系统

及追及问题.

2.3 课堂教学

联系实际,立足掌握性教学目标,创设合适学生

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理清新旧知识之间的逻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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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亲历概念、规律的生成过程,锻炼学生的思维能

力,提升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
笔者以“万有引力与航天”单元复习为例,创设

嫦娥五号奔月情境,把书本的宇宙速度、环绕模型、

卫星变轨等知识点串联起来,降解细化思维要求,阶

梯化设置问题串,面向全体学生,激发学生主动

生成.
在卫星发射阶段设置这样的问题:

(1)什么是人造卫星?

(2)近地卫星和同步卫星有何区别?

(3)嫦娥五号的发射速度有什么要求?

在绕月运行阶段设置这样的问题:

(1)嫦娥五号绕月球作什么运动?

(2)谁提供的向心力?

(3)轨道半径不同的卫星,如何比较角速度、线

速度、周期、向心加速度大小

在变轨过程阶段设置这样的问题:

(1)如图1所示,卫星在Q 点如何从轨道1变

化到轨道2?

(2)从轨道2变化到轨道3,卫星在P 点速度如

何变化?

(3)轨道1与轨道2上的重合的Q 点,轨道2与

轨道3上重合的P 点各自的速度、加速度的大小

关系?

(4)要使嫦娥四号落到月球表面,应该如何

变轨?

图1 卫星变轨图

课堂教学紧紧围绕掌握性教学目标的达成,对

于后进生以“扶”为主,带领学习,对于基础一般的学

生以“导”为主,主要指导学习方法和技巧,对于基础

较好的学生,则以“放”为主,主要培养学生的自学

能力.
课后,以分组调查报告的形式完成对嫦娥五号

的奔月采样过程的重点技术分析.通过我们身边的

航天事迹让“万有引力与航天”知识走近生活,感受

科技的发展,提升民族自豪感.

2.4 运用大数据精准反馈、矫正

以课堂教学为第一层反馈,例如在“行星的运

动”这节新课,设置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内容

为掌握性目标,编制针对性课时作业,设置85%准

确率为掌握标准.运用大数据及时反馈(如表1),对

于没掌握的学生及时矫正后给予同类型同难度材料

作为二次作业.已掌握的学生则给予个性化拓展性

学习.
表1 课时作业反馈表

题号 知识点 题型 班级得分率/% 正确答案 答对人数 错误人数

1 开普勒第一定律 单选题 82.5 C 33 A:0

B:0

D:1

2 开普勒第二定律 单选题 50 D 20 A:1

B:12

C:1

3 开普勒第三定律 单选题 17.5 B 7 A:6

C:5

D:16

  以单元测试为第二层反馈,未掌握的学生给予

补救性材料学习,与传统教学不同之处在于直至大

多数学生达到掌握的标准后再进行新一轮知识的学

习.以往的教学实践往往拖慢教学进度,这也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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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论实践费时费力的原因,大数据工具的出现

则改变了现状,教师可以通过线上、线下视频统一或

者个别矫正,方法灵活多样,不过多占用课时,提高

矫正效率.与传统教学相比,掌握学习把集体教学和

学生个体需求结合起来,横向、纵向采集学生数据,

动态生成学生学习记录档案,制定矫正手段,给予学

生多次机会,关注学生的长期发展,有助于学生的终

生学习.

3 成效与反思

3.1 成效

表2 班级得分明细表

  分值

班级  

总分数 多选题/分 单选题/分 解答题/分

100.0 16.0 24.0 60.0

4班 63.9 9.1 19.1 35.7

5班 46.0 7.5 16.2 22.3

6班 64.9 10.2 19.2 35.5

7班 43.8 5.7 15.8 22.3

年级平均分 55.1 8.2 17.7 29.2

  以江苏省无锡市立人高中高二四个平行理科班

为研究对象,高二(4)、高二(6)选为实验班级,进行

以掌握学习为指导,大数据工具为辅助教学.表2为

2021年第一学期物理期中考试数据.在形成性测试

作为第三次反馈矫正后,通过大数据知识点反馈显

示:实验班的学生成绩相比常规班的学生有优势.对

基本知识点的掌握进行横向对比差异明显.通过问

卷调查反馈:学生对于基本知识点的理解相比之前

较为清晰.笔者乐观认为,对于高一物理新课教学以

及高二合格性考试,采用这样的方法对夯实学生基

础,提高通过率有良好的效果.

3.2 反思

(1)掌握学习理论体现了一种乐观主义教学思

想,它提供了一套操作程序,但是掌握学习的精髓在

于要求教师要立足时代特点,创设情境,充分激发学

生学习内驱力.教师为了“掌握”而教,学生为了“掌

握”而学.辅以教育大数据作为载体工具便于动态监

控、反馈、矫正学习,让大多数人达到掌握水平,提升

学科核心素养.
(2)我国对于掌握学习理论的研究应用性成果

少,究其原因是由于教育理论产生的时代局限.掌握

学习理论耗时耗力,可操作性差.但是大数据工具使

得教育理念的实施更加切实可行,大数据既可面向

全体也可面向个人,既可横向也可纵向监控学习,让

教育理念得以更好的实施操作.
(3)掌握学习侧重于基础知识的掌握,对于学生

能力的培养不足,尤其对于学生求异及创造性思维

很难做到量化评价标准,这也是笔者需要进一步实

践的内容.
(4)在新课改的今天,我国的教育基础理论需要

进一步的综合化、夯实化,为我国的中小学课程改革

导航.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更需要深入学习实

践教育理论作为第一生产工具.
诚然,任何一种的教育理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物理课堂教学理论多元化,学科知识的整合化的

今天,我们不能单一性地看待问题,要立足现状,融

合众家之长,在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过程中去认

识教育现象和教育本质,追求教育的最优化.当下,

教育大数据作为新生事物在使用中缺少经验积累,

以掌握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大数据辅助教学不仅提供

了一种新的尝试,而且丰富了教育大数据应用开发

经验,开发让教育大数据的应用更科学、有效,更具

有灵魂.

4 结束语

在落实中小学五项管理中作业管理的当下,如

何减轻学习负担,提高学习效率? 笔者尝试依托掌

握学习教育理论,在教学设计及作业反馈中运用大

数据工具作为反馈、矫正的手段,优化学习效果,提

高学习效率,减轻学习负担.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

与学科的深度融合必将是未来教育教学发展的趋

势.多元化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大数据应用为教育大

数据的发展提供多种尝试.
参 考 文 献

1 王会娟.布鲁姆掌握学习理论对中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启

示[J].黑龙江史志,2009,19(总第212期):132~133

2 张春莉,高民.布卢姆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学在中国十

年的回顾与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96(3):59~60

3 李菲.掌握学习理论及其在我国中小学教学中的应用

[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26~32

—83—

2021年第12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