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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物理教学中应用多媒体课件引起的弊端 

余丽芳，聂传辉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基础部，北京 10~44)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被广泛地应『1】到大学物理课堂教学小 ，但在课堂教学小如不能正确恰好地应川 

物理 课件 ，会出现弱化学生学习能力的情况。本文针对物理 作在物理课堂教学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及引起的不良效果。从教育学 

和心理学角度 。讨论对其改进的方法，为多媒体教学提供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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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现 代科 学技 术 的飞速发 展 ，多 媒体教学 被 

愈来 愈广泛地应 用到大学物理 教学中。多媒体技术 

具有 信息多样性 、集 成 性 、交互 性 的特 点 ，使教 学过 

程 更丰 富 、更 直观 、更灵 活 。然而 ，多媒 体物理课 件 

固有 的局 限性决定 了它 的辅助教学 的地位 和使用过 

程中不可避免 的存 在 弊端 ，如何 能 够更 好地使 用 多 

媒体课件 ，充分发 挥其 积 极作 用 ，避 免这些 弊端 ，本 

文 针 对 这 一 问 题 进 行 分 析 和 讨 论 。 

二、多媒体物理课件教学原则 

1．制 作课件 时不能将教 学 内容 淡化 

任何 一种教学媒 体或教学手段 的使 用都应 以心 

理学 、教育 学的理论 为依 据 ，有 了科 学的理论 指 导 ， 

才能使得 计算机辅助 教学真正发挥其 作用 。多媒体 

物理课件 的设 计 应该 根据 物理 课 教 学 内容 来选 择 ， 

还应从有 利于学 生掌握 的角 度 出发 ，选 择 合适 的媒 

体。如果 把计算 机 教学 与传统 教 学模 式对 立 ，完 全 

用计算机 教学取代 传统 的教 学模 式 ，在课 件 制作 时 

一 昧追求画面的奢 华 和大容 量 ，出现大 量 眼花缭 乱 

的画面 ，繁 杂 的声 音 ，引进 一 些 脱 离 教 学 目标 的信 

息 ，这就会分散学生 的注意力 ，大大 降低 教学效果 。 

2．教 学中“延 时使 用”课 件的原 则 

课 堂教 学过程 中存 在 着三种 思维 活动 ，一 是科 

学 家 的思 维 (隐 含 在 教 材 中 )。二 是 教 师 的思 维 (以 语 

言、板书 、实验 等呈 现 在 课 堂 上 )，三 是 学 生 的 思 维 

(以问 、答 、作业等 形式 表现 )，课 堂 教学 过程 实质 上 

是三种 思 维互 动 的 过程 。 因此应 首先 充 分 利 用 教 

材 ，采用 “延 时使用 ”课 件 的原则 。所 谓“延时使用 ”， 

是指课 件所要演示 的内容 ，先 让学 生 根据 教材 中的 

文字 、图片 、实验 的现象等进行认 真的分析 、推理 、想 

象等大量 的思维 活动 ，在 其 头脑 中建 立起 正 确 的物 

理图象之 后 ，再 用课 件 展 示 出其 物理 过 程 、物 理 本 

质 ，让 学生将 自己的思 维结 果 与课 件 的结果 进行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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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并利用课件 深化学生 自己的思维过程。这样 ，既 

可 以 强化 学 生 各 种 思 维 能 力 的 训 练 ，特 别 是 形 象 思 

维 能 力 的 训 练 ，又 能 保 证 基 础 相 对 较 差 的 学 生 对 教  

学 内容的掌握 。如在讨 论 薄膜 干涉 中，先根 据教 材 

和教师的提示 ，学生 在 头脑 中明确 干涉 条纹是 由于 

光程差 的变化 的引起 的 ，学 生进 一步 考虑在 薄膜 中 

又如何形成 二条 不 同 的光 程 呢?三种 思维 的互 动 ， 

在头脑 中形 成物理 图象二条光 路在空间所走过的不 

同路程 ，再用课件 显示 出来 ，思路就非常 明确 了。 

3．处 理 好 课 件 模 拟 实验 与 真 实 实验 的 关 系 

课 件能模拟实 验 ，但毕竟不是 真正实验 ，因为它 

无 法 让 学 生 直 接参 与 这 种 真 实 的实 践 活 ：动。对 于实  

物难 以操 作无法 做 到的实 验 ，用模 拟实 验来 替代是 

完 全 必 要 的 ，甚 至 能 达 到 意 想 不 到 的 效 ： 。 但 对 于 

能够 进行 的实验 ，即使是 实 验现象 和过 程不 是很 明 

显 ，也 必 须 在 真 实 的实 验 进行 之 后 再 展 示 课 件 ，显示  

实 验 的现 象 、过 程 。 因 为 实 验 教 学 是 物 理 教 学 的 基 

础 ，它 既 是 学 生 对 物 理 知 识 的认 知 起 点 ，同时 也是 学 

生 学 习兴 趣 的 重 要 培 养 途 径 ；它 既 是 突 破 难 点 的 重 

要工 具 ，也是 知识 升华 的抽象 、具 体 、再：曲象过程 中 

的重 要 环 节 。 只 有 做 大 量 的 物 理 实 验 了 解 物 理 现 

象 ，才能 理解 理论的事实依 据和适用 范围 ，才 能借助 

范例顺 利地应用理论 去解 释新 的问题 。如果过 多的 

用计算 机模拟实 物实 验 ，物 理实验 在教 学 中应起 的 

作用 就无 法达到 ，学 生一 方 面无法 体验 到前 人在各 

种实 验设计 中所 体 现 出来 的物 理思 想 的光辉 ，另 一 

方面 ，长此 以往 ，会弱化学生实 际操作 的能力 ，同时 ， 

限制 了学生综合 应 用知识 的能力及 创 造思维 能力 。 

如 薄 膜 干涉 中 等 厚 干 涉 劈 尖 和 牛 顿 环 实 验 可 观 察 到 

清 晰 的 明 暗 相 问 的条 纹 ，但 动 态 效 果 不 明显 ，这 种 情 

况可用课件演 示 出来 。实验 的全 过程 清晰 明 了，达 

到 了课程 的要求 。在 波动实 验中 ，我们 抖动绳 子 ，很 

直观地 看到 ，绳 子并没有随着波 向外 运动 ，只是在原 

来位 置上下运动 ，从实验 中总结 出物理规律 ，有 生动 

的感 性 认 识 ，学 生 易 于 接 收 。 

4．多媒 体 教 学 中应 重视 学 生 的认 知 规 律 

任何 一个 物理概 念 、规律 的建立 ，从初 步感知 到 

真 正消化为 自身 的知识 ，都需要 有一个过程 ，如果一 

味地认 为课件 的使用 可 以加快 课 堂教学 的过程 ，必 

要 的板 书 、解说 和对 学 生 的学 习指 导 都没 有 了 ，那 

么 ，课 堂 教 学 就 犹 如 播 放 了 一 遍 幻 灯 片 。 尤 其 是 当 

一 些教 师把例题 、练 习题 等 内容-tg_,制作 在课 件 中进 

行 教学时 ，既没有让学 生仔 细地阅读题 目，也没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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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 生 分 析 物理 过 程 ，更 没 有 和 学 生 一 起 通 过 画 图 

等 方法 进 行 分 析 、讨 论 ，只是 将 课 件 内容 一个 一 个 往 

下翻 ，没有给学生 留下 体味 物理 概 念和规 律 的建 立 

过程所 必须 的时 间 ，这 是 不符 合 学 生 认 知 规 律 的。 

这种 既 没 有 给 学 生 思 考 的 时 间 ，又 没 有 及 时 的课 堂 

反 馈 ，教 师要 实 现 掌 握 学 生 学 习情 况 ，控 制 学 习 进 度 

是不可能 的。因此 物 理课件 在使 用 时 ，每 一个 步骤 

和 过 程 ，都 必 须 要 给 学 生 留 有 充 分 思 考 的 时 间 和 空 

间 。 

5，多媒 体 教 学 中必 须 重 视 教 师 的 主 导 作 用 

传 统 教学 中师生 的注 意对 象 在 内容 上 是 一 致 

的 ，这 种 注 意 对 象 的 一 致 为 师 生 情 感 交 流 提 供 了 一 

个有效 的通 道 ，有 利 于教学 效 率 的提高 。而在 使 用 

课件 授课 时 ，教 师的操作 点往往会集 中在 电脑上 ，学 

生的注 目点在 屏幕 ，这 种注 意x,l-象 的不 同阻 断 了师 

生 交 流 的 有 效 通 道 — — 语 言 和 眼 神 的 直 接 交 流 ，如 

果 教 师 长 期 不 注 意 与 学 生 的 情 感 交 流 ，将 失 去 教 师 

的主 导 作 用 ，教 学 效 果 会 随 之 下 降 。 多媒 体 课 件 不 

应束缚教师 的手脚 ，而应发 挥 出传 统 教学难 以完成 

的 内容 ，因 此 教 师 应 针 对 课 程 反 复 研 读 教 学 大 纲 、教  

材 的知识 内容 ，掌 握 重 点 、难 点 及 相 关 知 识 的 联 系 ， 

确定合理 的知识 深度 ，在考虑 到所 教 学生 的知 识 水 

平 及 学 生 可 能 提 出 的 问 题 与 学 习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困 难 

的 基 础 上 ，确 定 自己 的课 件 的 内容 ，规 划 出课 件 中知 

识点之间的层 次 。教 师所 做 的课件 ，反 映该 教师 的 

教 学思 想 和 教 学 方 法 ，是 教 师 深 思 熟 虑 的 教 学 研 究 

成果 ，物理 课 件 的 使 用 不 应 机 械 地 固化 教 学 内 容 ，也 

不 应 束 缚 教 师 的教 学 思 想 。 

三、结语 

教 学 方 法 是 教 学 的 中介 ，是 教 师 和 学 生 为 达 到 

教 学 目标 采 用 的途 径 和程 序 。物 理 课 教 学 应 把 多媒  

体教学 同传 统 教 学方 式 相 结合 ，适 情 而 用 ，相互 补 

充 ，使 课 堂 教 学 达 到 最 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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