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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与物理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思考
——

以 《电能的输送 》 教学为例

朱加沐
（ 江苏省 南通市天星湖 中 学 ， 江苏 南通 ２２６ ０００ ）

为 了推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 笔

者开设 了
一

节 高中物理 《 电能的输送 》 的展示课 。

一

、 课例教学设计的设想与实践

本课例学习是交变电流 、 变压器在生活中 的具

体应用 ， 存在 以下 问题 ： 第
一

， 学生对高压 电了 解

甚少 ； 第二 ， 对远距离输电无法建立准确的模型 ；

第三 ， 虽然知识点较为简单 ， 但物理量之间的联系

较复杂 ， 尤其是计算输 电导线上 电功率损耗 为

此确定 了 本节课教学重难点 ： 理解高压输 电是减少

功率损失和电压损失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 以及输 电

过程示意 图中各物理量之 间的关系 。

第
一

， 录制 了
一段大约三分钟的微视频 《高压

电在生活 中的使用 》 ， 详细介绍了熟悉的 闪 电 、 动车 、

高铁 、 老式显 像管 电视机 、 热水器 、 消 毒柜 、 电蚊

拍等 。 在本节课之前 ， 让学生观看学习 ， 并讨论生

活中还有哪些使用 高压 电的例子 ？ 主要 意图是加深

学生对高压电 的感性认 识 。

第二 ， 学生感官对远距离输电较模糊 。 因此 ，

绕制 了 
４ 根 ５０ 米的导线模拟远距离输 电 ， 为使实验

效果更加 明显 ， 在两段导线中间各焊接 了
一

只 ５ 欧

姆的 电阻 （ 图 １ ） ？ 通过同
一

交流输 出 的近距离 、 远

距离输 电对 比实验 ， 使学生认识到远距离输电与近

距离输 电的差异 ， 得出远距离输电时存在着输电导

线上 且不是次要因素 ， 不可忽略 。

图 １图 ２

第三 ， 学生得 出减少 的第二种途径 ： 增加输

电线上输送 电压 ｔ／ ， 在输送功率不变下 ， 从而减少

输送电流 ／ 、 损耗功率 Ｐ
ｓ

。 为使学生建立较直观的

印象 ， 将图 １ 模拟远距离输 电与通过变压器升压输

电并联 （ 图 ２ ） ， 采用电子书包软件 ａ ｉ
ｓｃｈｏｏ ｌ 教师 ｐａｄ

端里的拍摄像投影对 比功能 ， 把演示实验投屏进行

对比 ， 观察高压输 电效果 。 并 以此为模型 ， 让学生

画 出远距离输电网络 ， 提供实验数据计算相关物理

量 ， 让学生学 以致用 ， 把理论带回生活 。

第 四 ， 为 了提高课堂 的针对性 ， 学生完成例题

时 ， 利用学生 ｐａｄ 端拍照功能 ， 将解题过程上传至

班级文件 夹 ， 投影 ， 广播到学生端评讲 。 课 前在

ａｉ ｓｃｈｏｏ ｌ 软件 的教学 中心 中制作 了
一

份试卷 ， 包含有

两道客观题型 ， 并制作 了两道针对训练各 ４ 个选项

的微课讲解视频 ， 每个微课时长约 １ 分钟左右 ， 建

立 Ａ
ｉ
ｓｃｈｏｏｌ 教学中 心的分组研讨 ， 并放入 ８ 个微课

视频 。 例题讲解结束后 ， 由学生在 ｐａｄ 端上完成提

交后 ， 教师利用 电子书包的统计功能 ， 实时查看学

生完成情况 。 全班集中讲解错误率高的选项 、 错误

率较低的选项 ， 则把分组研讨里面的微课视频讲解

推送给学生的 ｐａｄ 端 ， 让学生当堂学习 、 讨论 。

第五 ， 为了检查微课 自学与讨论的效果 ， 发送

给学生的 ｐ ａｄ 端
一

道客观题型 的反馈训练 ， 精心设

计的反馈训练以客观题型 的填空形式呈现 ， 目 的是

便 于统计正答率 。 为 了 做到有针对性 ， 统
一

的 内容

和形式尽量少 ， 所以在针对训练中不同错误选项的

学生完成不同 的反馈 问 题 ， 而全对的 同学完成相同

题设的另 外问题 。

二
、 课例教学后的思考与问题

１ ． 技术发展助 力教育教学

信息化技术下催生了 很 多优 秀的教学软件 ， 当

下有
一

起作业 ， 智学网等练习 统计平台 ， 本课例 中

使用 的 Ａ ｉ ｓｃｈｏｏ ｌ 云课堂等电子书包软件的统计功能

非常强大 ， 在软件的教学分析中心之下 ， 可 以实施

课堂实时分析 ， 生成教学实况 ， 作业情况分析 ， 学

生学习时长分析等报表数据 ， 课堂问题的生成针对

性较强 。 此外 ， 不少优秀的微课制作软件能实现很

多效果 ， 若运用合理 的确会成为教师的好帮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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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大数据软件的精准性与智能性

教育大数据不仅数据量大 ， 更强调全体学生 、

全过程的数据 ， 注重学生学习 过程性 、 即时性 、 课

堂教学行为与现象的记录 ， 并支持分析微观、 个体

学生的特征 ， 发现共性背后的个性 ， 就学生和教师

的不同视角进行个性化的分析与教学 。 针对性教学

的精准讲评 ， 教师依据试卷知识分布情况 ， 重点讲

解普适性错误 ， 个别知识引导学生通过微课视频 ，

课中 自主学习 掌握 ， 个性化教学的精准推送 ， 可以

节约课堂时间 ， 从而可进行更多地问题讨论 ， 让教

学更加专注和深入。 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数据软件可

有效地规划个性化学习路径和学习 内 容推荐 》

［

１

］

课堂生成的题型存在遗憾 。 虽然 ａｉｓｃｈｏｏｌ 软件

教学中心的试卷 内置题型有简答题 、 填空题 、 判断

题 、 选择题 、 听力题 、 综合题 、 连线题 、 跟读题等 ，

但就物理学科而言 ， 却 只能设置成客观题型的选择

题或填空题。 主观题拍照投影上传后 ， 虽然教师可

以对学生解题过程点评 、 批注 ， 学生利用 ｐ
ａｄ 端也

可 以查看班级 内其他同学的解题过程 ， 也确实能增

强讨论的有效性与针对性 ， 但师生却无法大海捞针

般地筛选 出优秀解法 、 典型错误 ， 所 以和传统投影
一

样不便 。 而物理又是注重思维训练的学科 ， 课堂

中知识的训练如果
一

味以客观题形式呈现 ， 只追求

最后输入结果 ， 学生解题能力必然下降 。 因此还得

期待着更加智能的 自 动化识别和测评软件的诞生。

３ ． 优质资源 的局 限性

试题资源虽设置 了个人资源库 、 本校资源库 、

天闻资源库 ， 但教师用得少 ， 上传得也较少 ， 有针

对性 的微课则更少 。 微课资源方面 ， 虽然我市教育

网站
“

慧学南通
”

中推 出 了８８００ 节微课视频 ， 其中

物理微课也有 ７２０ 节 ， 包括高中物理 ３６０ 节 ， 可是

具体到每
一

章节 ， 每
一

知识点的微课资源还是很有

限 。 另 外 ， 微课的针对性 、 个性化也存在着缺陷 。

信 息化教学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初衷是 ， 增效减

负 ， 提高效能 。 可就教师而言 ， 在当下需要准备太

多 的资源 ， 劈开实验器材不谈 ， 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软件教学中

心里的试卷制作也可 以批量导入 ， 但就本节课需要

运用的微课视频 ， 笔者花费了很多的精力 。 首先 ，

网上没有现成 的生活 中高压 电的讲解视频 ， 素材全

部是网络搜索 、 组合 ， 然后再录制成微课 。 其次 ，

针对训练的选项讲解微课 ， 也得提前制作 ＰＰＴ
， 再

录制成微课 ， 如题 目稍加改动 ， 则还得重新录制 ，

相较而言耗时 、 费力 。 再次 ， 微课学习后反馈训练 ，

也得建立在大平台数据分析基础之上 。 按照教育信

息化的要求 ， 可 以采取在整个教育系统 内对优质数

－

８６
－

字教育资源进行共享 ， 备课时教师取之加以整合 ，

再共享的思路 。

４
． 学生使用 信息技术学 习 的意愿

对学生而言 ， 虽然平时课堂上也使用 ｐａｄ 端 ，

但毕竟没有做到常态化 ， 课堂效率大打折扣 ， 效果

也未得到保证 。 学生 ｐａｄ 端 ， 到底要不要开放与放

开 ？ 有不少教师提出 ， 不应该让学生 ｐ
ａｄ 端受到禁

锢 ， 应该给学生更加开放 、 自 由的时空 ， 让学生 ｐａｄ

端链接上外界的互联网 ， 按照 自 己的意愿查找更多

需的资料 ， 而不仅仅是在内 部局域网上查看教师提

供的资料 。 笔者之前曾在两个不同层次班级中完成

课例试教 ， 将学生 ｐａｄ 端完全放开并接入外网 ， 可

是普通班中却有相当部分学生下载 ＱＱ 聊天软件 、

视频软件 、 电子书等非学习 内容 ， 即使重点班也有

部分学生下载浏览学习无关 内容 。 可见 ， 学生 自主

学习 、 使用信息化学习等意识还需培养 ， 学生在信

息化环境下学 习能力 、 学习 习惯有待提高 。

［

２
］

５ ． 缺乏系 统的标准化评价体 系

当 前相当教师仍停 留在 ， 能否把信息技术与传

统课堂相互整合的阶段 ， 如何应用信息化手段突破

教学内 容中重难点 、 抽象点 、 易错点等的细节上 ，

以及技术操作娴熟度的层面上 ， 或者更为关注于因

为使用 了微课教学而使得某些班级的学生成绩提高

的分数上 ， 亦或使用 了信息化教学而对某些学生进

行纵 向 、 横向对比后的优劣势等方向 ， 殊不知诸多

因素制约着学生的成长 。 而未真正从融合教学 的层

面上形成标准评价体系 ， 没有从国家层面给出指标

及指标 内涵或者评价工具 ， 如何评价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的融合程度 ， 如何体现教学过程 中学生创造

性的学习 ， 如何跟踪教学 、 学习的效率 ， 如何评价 、

如何反馈 、 如何量化等问题 。

综上 ， 信 息化教学与物理学科深度融合 ， 顺应

着互联网＋发展的潮流 ， 是大势所趋 。 需要依靠教育

行政部门强有 力的支持 ， 需要给力的大数据软件作

为支撑 ， 要深度融合 ， 更需要教师全员积极参与 ，

更新理念创造条件 ， 改变信息化教学的习惯 ， 让信

息化教学与课堂教学 的深度融合常态化 ， 这样才能

催生 、 共享出大批量的优质教学资源 ， 形成 良性循

环 ， 转变课堂教学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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