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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如何利用微课提高初中物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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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湖南科技大学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２．中山市沙栏初级中学，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４５）

摘　要：物理概念教学需要依托物理现象或物理实验，只有深入了解相关物理现象或物理实验，学生才能更容易理

解和掌握所学的物理概念。通过阐述两个微课案例，探讨如何在初中物理概念教学中引入微课视频，加深学生对物理现

象或物理实验的了解。实践证明，在课前预习和课堂教学等环节中引入微课后，提高了物理概念教学效率，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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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一门以现象为本、以实验为手段的自然科学，学生通过对现象（实验或自然界中的现象）

的初步观察、分析或假设，进行实验检验从而建构科学的物理知识体系［１］４１－４７。物理概念则是客观物理

现象和过程的本质属性和共同特征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物理思维的一种形式。物理概念教学应该

是建立在学生对物理现象和实验的充分观察和深入思考之上，学生要理解和掌握一个新概念，需要课前

预热、课后反复观察与思考。课堂上的演示实验，有时配合不了学生学习的步伐，学生在家也没办法重

做全部的物理实验，不能充分观察、深入思考相应的物理现象，将导致学生难以掌握新的物理概念。为

了应付考试，学生只能选择死记硬背的方式记忆概念，造成他们越学越难、越学越没有兴趣的困境。

微课是以阐释某一种知识点为目标，以短小精悍的视频为表现形式，以学习或教学应用为目的的教

育视频［２］。微课有时间短、主题突出、内容具体、针对性强、传播方便的特点，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随

时观看。微课的这些特点能满足学生对物理现象、物理实验反复观察的需要。《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

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指出，要以教育理念创新为先导发展教育信息化，以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
境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创新为核心［３］。本文从教学实际出发，探讨应用微课这种新兴

的教学媒介和教学手段来提升初中物理概念教学效果的方法。

１　微课在课前预习环节的应用
早在２００１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４］提倡课前预习是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习惯、提高学习成绩的有效途径，但物理的学习和教材的编排都是建立在物理实验上

的，学生对物理现象不熟悉，没条件在家里完成课本物理实验，那物理的课前预习怎样进行呢？下面以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三章《物态变化》第４节《升华和凝华》为例，探讨如何利用微课帮助学生在课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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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物理概念。

１．１　主题的选择
在本节书上，教材直接给出升华和凝华两个概念的定义后，再以樟脑丸变小、冬天结冰的衣服慢

慢变干为例说明升华的现象，以霜、冰花、雾凇为例说明凝华现象。然而，由于樟脑丸在衣服上残留

的气味较大，很多家庭已经不再使用；霜、冰花、雾凇在南方地区极少出现，很多中山的学生没有接触

过，没有相关的感性认识，教材“想想做做”安排的是碘升华和凝华实验，学生在家里无法完成。为

此，让学生提前预习升华、凝华这两个物理概念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学生也难在预习当中体验到成功

和快乐，更谈不上培养主动学习的习惯了。而对于条件有限的学校，碘升华凝华实验也只能由教师

演示，学生很难观察到实验的全部细节。在《新课程标准》中将科学探究列入了课程内容，其目的是

将学习重心从过分强调知识的传承和积累向知识的探究过程转化，从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获取

知识转化［５］。因此，本人设计了一个《升华和凝华》微课，帮助学生感知升华、凝华的概念建构过程，

对升华和凝华两个概念有初步认识。本微课适用于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实验设备不足的学校

也能将本微课用于课堂教学。

１．２　微课脚本设计
《升华和凝华》微课脚本设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升华和凝华》微课脚本设计

流程 主要内容 设计意图

教学目标 通过观察碘升华凝华实验了解升华和凝华现象，学习升华和凝华的概念 明确主题和目标

复习引入

问１：我们已经学习了哪几种物态变化？

问２：固态和气态之间能不能直接转化？
利用图示将物态变化转化成

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提出问

题：固体和气体之间能不能直

接转换。激发学生兴趣，引入

升华与凝华课题

碘升华和凝华

实验过程设计

（一）实验过程介绍

１．介绍实验仪器和步骤：碘升华凝华管中密封有少量碘，将管放在酒精
火焰上加热，当管中充满某种气体后，停止加热，让碘升华凝华管在空气

中自然冷却

２．观察实验现象：（１）加热前，碘是怎么状态；（２）加热过程中发生什么
变化；（３）停止加热并冷却过程中，看到了什么现象
（二）实验过程

１．特写：碘加热前是成固态
２．特写：固体碘逐渐减少，管中逐渐充满紫色气体，加热过程中，没有出
现液体

３．特色：停止加热、自然冷却过程中，紫色碘蒸汽慢慢变淡，最终消失；有
固体碘颗粒黏在管内壁，整个冷却过程没有液体产生

利用视频，特别是特写镜头，

让学生详细地了解实验现象，

启发学生对生活中物理现象

的关注，帮助学生建构升华、

凝华两个物理概念

分析实验现象，

引入升华、凝

华概念

（一）加热过程

１．现象：加热前，碘成固态，加热后，固体碘逐渐直接变成碘蒸汽，期间没
有液体产生

２．升华概念引入：物质从固态直接变成气态的过程；升华需要吸热
（二）冷却过程：

１．刚停止加热时，碘成气态，停止加热、自然冷却的过程中，碘蒸汽逐渐
变成固体碘，附在管内壁

２．凝华概念引入：物质从气态直接变成固态的过程；凝华需要放热

引导学生思考归纳，更好地理

解升华和凝华两个概念，培养

学生物理思维能力

理解提升
展示樟脑丸、结冰的衣服以及霜、冰花、雾凇等图片；展示问题，让学生联

想、思考和总结。

启发思考，促进学生思维向深

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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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应用后小结
教师课前将微课共享在班级ＱＱ群，并印发本节课的学案，要求学生在家观看视频，完成学案的“课

前预习”部分，课前由小组长检查学案的完成情况。课前显示 Ｑ群下载次数已有５６次，超过班级总人
数４３人：部分同学不单在电脑上下载，还在家里的平板电脑下载。可见，同学们对利用微课进行课前预
习这种模式充满兴趣。课堂小测结果为：课前使用微课预习的班级平均分有８３．２分，没有使用微课预
习的班级平均分为７９．５分，两者相差３．７分；１个月后，在没有提前告知、没有组织复习的情况下，再对
相关班级进行本节课小测，发现：课前使用微课预习的班级平均分有８０．５分，没有使用微课预习的班级
平均分为７２．３分，两者相差８．２分。可见，使用微课进行课前预习有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学生记
得更牢。假如发动家长指导学生利用网络、使用微课进行课前预习，预习的效果将更有保障。

２　微课在课堂教学环节中的应用
教师对概念的理解程度与学生对概念的理解程度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在物理概念教学中，往往教

师认为能用语言描述讲清楚的地方，学生因没有相关的感性认识和知识储备而跟不上老师的节奏。下

面以《如何找准杠杆的支点》为例，探讨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运用微课提高学生对物理概念的理解。

２．１　主题的选择
支点、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合称杠杆的“五要素”，在杠杆“五要素”中，对“支点”的理解将影

响其他四要素的确定。在讲授“支点”的过程中，教师往往一句带过：杠杆绕着不动的那个点就是支点。

然而，生活中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不像课本的插图那样直观，学生初次接触，“杠杆”的概念都还没搞

懂，如何找到“杠杆绕着不动的那个点”？有学生到了初中毕业也不会找“不动的那个点”，更别说画出

杠杆的力臂了。对此，笔者设计一个《如何找准杠杆的支点》微课，结合３个实例，介绍了２种具体方
法，帮助学生理解支点概念、找准支点的位置，为解决杠杆问题提供先决条件。

２．２　微课脚本设计
《如何找准杠杆的支点》微课脚本设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如何找准杠杆的支点》微课脚本设计

流程 主要内容 设计意图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能理解支点概念、准确找到杠杆支点的位置 明确主题和目标

概念引入
复习杠杆概念以及杠杆的五要素，明确支点的概念，指出支点位置的确定影

响着其他因素的确定

明确支点在杠杆五要素的首

要位置

利用２种方

法找准杠杆

的支点教学

设计

１．实验观察法：利用生活中常用的杠杆实物，动手转转，看看杠杆是绕着那个

点转动，这个点就是支点（以录像《曲臂举哑铃》为例）

曲臂举哑铃时，人的前臂可以看作一个杠杆，细心观察，曲臂举哑铃时，前臂

是绕着哪点转动（播放录像，并在录像中标记支点的位置，学生也可跟着做）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前臂始终绕着这一点转动的（被标记的点），这一点，就

是支点

２．想象转动法：想象纸面上静止的杠杆，在力的作用下如何转动，在转动的过

程中，杠杆绕着哪一点转动，这个点就是支点（分别以棍子撬起石头、羊角锤

起钉子为例）

我们要从题目中抽象出具体的杠杆模型；想象在动力以及阻力的共同作用

下，杠杆如何转动，杠杆转动时，固定不动的那个点就是杠杆的支点

以视频、动画等形式，用生活

中的例子讲解知识

理解提升 通过练习，熟练两种方法的应用 增强学生理解和应用技巧

２．３　应用后小结
通过举哑铃这一熟悉的真实场景，配以视频上的注解，直观地展示支点的位置，让学生明白哪里才

是“绕着不动的那个点”。再结合两个图形化的例子：以棍子撬起石头、羊角锤起钉子，让学生完成实例

与模型、动态视频与静态图形之间的知识迁移。当堂课的课堂小测情况（画力臂，附加题没有算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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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课的班级平均分有８６．２分，正确完成附加题的有２１人；没有使用微课的班级平均分为８２，正确完
成附加题的有５人：比起传统的讲授方法，结合微课直观、动态的讲解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知识。
课后，对比班（没有使用微课的班级）的学生私下向试验班（使用微课的班级）的学生要来微课视频共享

在本班Ｑ群，下载次数也越来越多，更多的班级、学生要求使用微课上课。可见，微课能借用网络深入
到学生课后的学习活动，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更大。

３　结语
通过研究在课前学生使用了微课预习和在课中老师运用微课组织教学的案例，探讨了在两个教学

环节中运用微课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实践表明，在物理概念教学过程中，微课可以满足学生对物理现象

和实验观察的需要，能直观、形象地呈现老师难以用语言描述清楚的细节。微课内容具体、针对性强、传

播方便，只要清楚学生的需要，选好主题和正确运用，微课可以将物理课堂延伸到课前和课后，给学生带

来全新的物理概念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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