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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崛起，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结构进行了颠覆和改变，让传统的课堂教学逐渐转变为教育信息化的课堂，多媒体
技术在初中物理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两者教学形式进行优势互补，开发和丰富教学资源，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提升学习兴趣，创新教学
形式和方法，优化课堂结构，在教学中通过多媒体提升物理教学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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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初中物理较为的抽象和复杂，在物理教学中培养的是学生平衡和转

化的思想，提升学生从宏观到微观的辩证精神，这些具有高度抽象的概

念，学生总是难以理解，通过多媒体技术的课堂引入，转变了传统的讲

学领悟学习，而是给予学生直观，具化可视的生动形象认知，在物理教

学中融入知识性和趣味性，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升物理教学的质量。 

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物理的教学相对比较的枯燥和乏味，多媒体技术可以通过视频资料

和图片文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物理抽象概念转化为直观的形象认

知，多媒体技术对教材内容进行系统化，条理性的梳理，对教学资源进行

整合和拓展，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和塑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优化教学设计，

改变课堂教学结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和知识的

接受程度，多媒体将以往乏味的概念学习，通过动画视频，影像资料的形

式呈现，加强对于学生的吸引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塑

造生活化的情景教学，深化学生对于概念的学习，让学生以具化的形象和

抽象的概念相互印证，在生活化的情景中，从生活情景的视角出发来例证

反推物理概念的学习，加深对于物理教学的学习认知。 

2 多媒体技术互动教学运用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物理导学案的设计，并且

将内容知识变成 PPT 课件形式进行呈现，便于学生条理性的知识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电子白板进行对于课件的讲解，利用电子

白板的屏幕批注功能，对于难点重点进行标记和批注，也可以通过放大

镜功能进行重点的讲解，加深学生的认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对于

课件资源进行分批呈现，在教学中，展示相应的物理现象图片，并引导

学生渐进性的学习，在教学结束之后，教师可以利用过程回放功能，让

学生对知识学习进行梳理总结，把握主体教学脉络，根据自身的认知特

点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通过电子白板交互技术加强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沟通，在知识点的学习中，学生对知识点的标注进行实时的信息反

馈，在互动中交流学习成果，教师并作出针对性的讲解，利用多媒体电

子白板交互技术的运用，可以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

在教学引导中，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体系。 

3 多媒体技术拓展物理实验 
实验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在物理教学中很多物理实验的过程只

有结果是可视的，其余的过程中学生很难直观的认知，通过多媒体技术

可以有效的将物理实验的过程，通过动画和视频的形式进行直观的展示，

学生可以通过视频的形式，明晰物理实验过程中变化的客观规律。例如

在“分子的热运动”一节的学习中，教师以情景导入的环节，让学生对

分子的运动进行感知学习，教师用黑色的塑料袋包着花露水进行喷洒，

学生可以明显感觉到是花露水的味道，但是前排和后排学生并不是同时

闻到味道，对此教师可以引入新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

验探究，教师可以拿两杯水，一杯是热水，一杯是冷水，滴入一滴墨水

之后，可以明显看到热水中墨水扩散的比较快，通过实验得知分子都在

做无规则的运动，而温度越高，分子运动的越快，在观察和分析中，学

生总结出相应的知识点，但是依然很难对分子的运动产生直观的概念，

这个时候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动画直观展现分子的热运动，让学生

可以直观的认知理解，同时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拓展物理实验，二氧化氮

气体和空气之间的扩散实验，硫酸铜溶液和清水的扩散实验等等，将宏

观和微观相互的统一，具象和抽象相互印证，让学生对微观分子有了直

观的认知，加深对于概念定义的理解。 

4 运用多媒体增加了物理实验的深入度 
在物理实验的教学中，很多物理实验周期长，要么就是变化太快，

学生无法得到清晰的认知，运用多媒体的技术，可以将这些实验现象进

行加快和慢放，让学生进行详细的观察和分析，通过多媒体的拟态实验

可以让学生对各种实验现象得到直观理解，同时多媒体也加深了物理实

验的深入度，在物理实验中，学生往往缺乏创新思维，但是利用多媒体

技术，可以完整的再现实验过程，实验步骤，实验结果以及创新实验，

让学生加深了对于物理实验的规律的深入，将知识点的学习融入到实验

设计中，让学生建立动态的知识结构，深化对于概念的理解和提升学生

的创新实践运用能力。 

5 加强课堂信息容量，提升教学效率 
多媒体可以有效的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容量，图文声色是多媒体技

术的优势特点，可以更快的让学生得到全方面的理解认知。例如“凸透

镜成像的规律”的一节学习中，以往教师只能不断的画图和板书进行讲

解，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抽象能力的局限，限制了教学成效的深入，

浪费了不少的时间，教师通过多媒体可以加强对于成像规律实验现象的

播放，让学生通过实验设计进行自主的总结和归纳，教师则进行知识的

引导和点拨，并对难点和重点针对性的补充，并且通过多媒体技术进行

知识的拓展和习题的针对性训练，将讲学练有效结合，提升课堂教学的

成效和质量，加强对于学生的综合培养。 

6 结束语 
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教学注重的是对学生的综合培养，

多媒体技术和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多媒体

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可以帮助教师更好的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设计，

将抽象和直观相互统一，概念和现象相互印证，让学生能够对物理得到

深刻的认知学习，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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