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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背景下，为了传统教学模式下课程体系存在的局限性，需要在物理化学教学改进实践活

动过程中融入科学发现和最新的技术，在物理化学课程体系中融入新兴纳米技术和领子化学等知识内容，

帮助学生拓展物理化学知识的认知视野。因此，本文对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改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和探究，通过对课程内容的综合性进行优化创新、灵活运用互动式和个性化的教学策略、实现具有创新性

物理化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等，旨在实现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课程内容的跨学科和现代化之间的有

效整合、运用创新的教学策略提高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促进学生物理化学知识学习的个性化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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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 order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curriculum system，need in the physical chemistry teaching improve

ment practice into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the latest technology，in the physical chemistry

curriculum system into emerging nano technology and collar chemistry knowledge content，help

students to expand the cognitive vision of physical chemistry knowledge. Therefore，this pape

r on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physical chemistry improvement furth

er thinking and inquiry，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course content innovation，

flexible use of interactive and personalized teaching strategy，realize the reform of innovat

ive physical chemistry teaching mode innovation，aims to realize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 content of effec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interdiscip

linary and modern，using innovative teaching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

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classroom teaching，promote the students' physical chemistry k

nowledge learning personalize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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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智能背景下对物理化学教学的改进，需要通过教师

自身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高，应用并开发现代化的信息

技术教学资源、通过大数据对教学实践活动的分析灵活运用

个性化的教学方式与教学策略以及在物理化学的实验教学实

践中灵活运用 VR和 AR 技术等，引导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物

理化学学科思维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拓展学生对物理化学学

科知识的认知视野，激发和培养学生对物理化学学科知识的

学习兴趣，更好地满足学生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对物理化学学

科知识的不同实际需求。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改进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物理化学教学中前沿科技的有效融入

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改进的教学实践活动，需

要物理化学的任课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准确把握

时机向学生渗透量子化学和纳米技术的前沿科技。因此，物

理化学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通过专业理论知识与前沿科技

的有机结合，可以增强物理化学教学实践活动的前瞻性与实

用性，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提供更多接触、理解前沿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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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进而有助于学生在物理化学课堂教学中注意力的吸引，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理化学的教育实效性。

（二）促进学生物理化学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中的个性化

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的改进，通过先进的人工

智能教学系统的建立，能够为学生提供有助于促进其个性化

全面发展的有效学习路径。人工智能背景下，大数据通过对

学生学习进度与认识能力、理解能力等系统分析，可以自动

地对教学内容、教学实践活动的难易程度进行优化、调整和

创新，从根本上实现物理化学的个性化发展，进而有助于学

生物理化学个性化学习效率的提高。

（三）推动物理化学教学中合作探究式学习与跨学科教

学的发展

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的教学改进实践活动，倡导教

师在教学中积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充分发挥

学生在物理化学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有针对性

地实施合作探究式学习与跨学科教学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在

跨学科教学实践活动中合作探究教学任务的主观能动性，鼓

励学生能够灵活运用物理、化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领域的

学科知识与专业技能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因此，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的改进，能够推动

物理化学教学中合作探究式学习与跨学科教学的发展，同时

也能够增强物理化学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

间的有效互动交流，提高物理化学教学实践活动的综合性与

实用性，也能够让学生在跨学科教学任务的驱动作用下全面

认识和理解物理化学的原理与应用意义，促进学生创新思维、

合作探究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改进的项目建设目标

（一）有效整合现代化与和跨学科的物理化学教学内容

要想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对物理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

优化、创新，就需要通过最新发展的科学技术成果，如量子

化学、纳米技术的有效融入，并加强物理化学课程内容与计

算机科学专业知识的整合力度。通过物理化学教学在人工智

能背景下现代化和跨学科教学内容的有效整合，帮助学生夯

实物理化学的最新理论知识内容，并引导学生掌握物理化学

的最新技术，学生在导向作用下能够强化对物理化学知识与

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后续的物理化学跨学科教学实

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运用创新的教学策略增强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

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物理化学教师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可以灵活运用案例研究

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法等，并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教学手

段和教学资源优势，增强物理化学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生

生之间的有效活动交流，让学生在任课教师的正确引导下能

够激发其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参与物理化学课堂教学实践活

动中各个教学环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有效转变传统物

理化学教学模式下的课堂教学效果。

（三）开发促进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的学习路径

人工智能背景下大数据对物理化学课堂上学生的学习行

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为不

同学习程度的学生提供了存在一定个性化差异的学习建议，

也为任课教师进一步提供了物理化学的个性化教学实践活动

的支持，旨在能够结合不同学习特点、学习需求的学生有针

对性地专门制定个性化的教学实践活动，最大程度上满足不

同学习程度学生对物理化学学科知识的实际需求。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改进的实施路径

（一）有效应用和开发信息化的教学资源

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改进的实施路径，需要有

效应用和开发信息化的教学资源，倡导物理化学教师在教学

改进的实践活动过程中能够突破数字化教材、线上教学和互

动模拟物理化学实验等局限，能够直接将信息化的教学资源

融入物理化学的教学实践活动，发挥信息技术的教学手段和

教学资源优势，为学生提供更加直观、丰富和具有互动性的

物理化学学习体验。

因此，物理化学教师在人工智能背景下，需要积极与其

他高校、教育机构之间建立物理化学资源合作共享，通过与

其他高校、教育机构之间的共同合作，为学生开发更高质量

的数字化教学内容、线上教学资源等，帮助高校的物理化学

教师减少自主开发教学资源的时间和经历。另外，各高校还

需要积极组织物理化学教师开展专业的培训活动，保证物理

化学的任课教师能够有效应用信息化的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

更高质量的物理化学教学活动。高校物理化学任课教师在具

体的教学改进实践活动过程中，可以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灵

活运用数字化教材、线上教学模式以及互动式的模拟物理化

学实验软件等，转变高校物理化学的传统教学模式，提高物

理化学的课堂教学整体质量。

（二）根据大数据对学情的分析，采用个性化的教学策

略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物理化学教师在教学改进的实践活动

中，需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

优势，能够灵活运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对学生课堂上的学习

行为、课堂表现以及学习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并在

此基础上采用个性化的物理化学教学策略，充分把握学生在

物理化学课堂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在线学习实践、互动记

录以及测试成绩等学习情况，为学生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层

次、不同角度的指导与支持，与此同时，教师还要对针对大

数据对学情的分析结果，灵活地对物理化学教学内容、教学

手段以及教学策略等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和调整。因此，

物理化学教师在人工智能背景下，需要建立数据收集和分析

的机制，有效利用高校现有的线上物理化学数字化教学资源

对学生物理化学学习的数据进行系统收集。高校还可以积极

与教育研究专家之间寻求合作，充分发挥学校现有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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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与方法的优势作用，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保证高

校能够为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

此外，高校还需要积极组织物理化学教师有针对性地开

展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培训，通过正确的引导让物理化学教师

能够强化自身对学生学习数据的认识和理解，进而保证物理

化学教师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正对性地对教学内容、教学策略

以及教学手段等进行优化和创新。如高校物理化学教师通过

对学生在在线互动记录与测试成绩数据分析结果，进而有效

优化和调整具体的课堂教学策略，并通过多种多样教学策略

的转换，在物理化学的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运用讨论、合作

探究式学习的方式帮助学生夯实物理化学的专业理论知识。

各高校还要积极组织物理化学教师开展利用大数据收集的结

果辨别不同学生的学习实际需求与学习风格，为学生提供有

一定个性化差异的教学支持，提高物理化学课堂教学的有效

性与针对性，也能够在物理化学的教学实践活动中不断对课

程内容、教学策略等进行优化和创新，更好地满足学生对物

理化学学科知识的个性化实际需求。

（三）在物理化学的实验教学中有效应用 VR和 AR 技术

物理化学的实验教学实践活动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组织

与开展，需要通过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与专业能力的提高，

能够在物理化学的课堂教学中灵活运用 VR和 AR 技术为学生

专门营造方针的物理化学实验教学环境，并加强物理化学实

验教学中核心内容的建设。因此，高校物理化学教师在人工

智能背景下，需要充分认识现代化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有效应

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降低物理化学实验的操作成

本和风险，物理化学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

中的主体作用，并充分发挥 VR和 AR 技术模拟相对比较复杂

的物理化学现象的优势，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对物理化学实验

的学习热情，并有效帮助学生夯实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实

验操作原理等。

物理化学教师在组织学生开展 VR和 AR 技术的实验教学

实践活动过程中，需要将现有的 VR和 AR 技术相关的信息资

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具体地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寻找、评估社

会市场已经拥有并应用的 VR和 AR 应用程序、软件等，也可

以与软件供应商之间寻求积极的合作，进而获得能够适用于

物理化学实验教学的虚拟环境，为学生提供可操控、安全的

物理化学实验环境。此外，高校还需要积极组织物理化学教

师开展 VR 和 AR 技术的应用专业培训活动，能够通过 VR 和

AR 技术在物理化学现有课程的有机结合，帮助物理化学教师

掌握更多的 VR和 AR 设备与软件的操作，并通过各种各样的

教师专业培训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帮助物理化学教师掌握虚

拟的物理化学实验与传统教学策略的有效融合发展实施路

径，进而更好地满足学生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对物理化学

实验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学习需求。

（四）建立线上合作和互动的教学平台

人工智能背景下线上合作和互动教学平台的建立，能够

保证学生与教师之间在虚拟的教学环境中有效地进行沟通、

交流和协作，这也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改进的关

键构成。因此，高校需要通过线上合作和互动教学平台的有

效建立，鼓励物理化学教师能够积极、主动地组织学生开展

线上形式的小组合作讨论与项目协作，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不

仅能够为学生提供实时的在线反馈与专业辅导，教师还可以

通过跨学科与跨校协作项目的有序组织与开展，帮助学生拓

展物理化学学科知识的认知视野，并有效增强物理化学课教

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交流。

物理化学教师要想建立线上的合作和互动教学平台，可

以灵活运用现有的线上交流互动的平台工具，通过应用现有

的视频会议软件、社交媒体和在线论坛等，为学生专门营造

互动、协作的线上交流环境，教师也可以通过对线上现有工

具的优化、调整，建立更高效、方便、快捷的师生之间、生

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渠道，拓展学生对物理化学学科知识的认

知视野。另外，高校也可以鼓励物理化学任课教师在线上合

作和互动平台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产学合作学习项

目，在物理化学教师实践活动过程中，有效融入社会各企业、

行业之间的合作，并结合实际的教学情况引入真实的案例进

行教学，也可以通过专门邀请社会各行业、企业的专家开展线

上研讨会的形式，提高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的改进效率。

总结：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教学的改进，主要

通过物理化学课程内容在综合性方面的更新、基于大数据分

析的个性化教学策略的运用以及创新性的物理化学实验教学

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等，紧紧贴合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物

理化学的课程理念，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认知发

展水平和心理变化，有针对性地专门设计科学、合理的物理

化学教学目标和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物理化学教学活

动，充分激发和培养学生对物理化学学习兴趣与探究欲望的

基础上，提高物理化学的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叶同奇，王琪，叶跃雯，等. 关于“智能化工”背景

下物理化学教学改革的思考 [J]. 大学化学，2024，39（03）：

167-173.

[2]“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专项部署工作启动 [J].

新闻论坛，2023，37（02）：118.

[3]科技部：加快推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

创新平台建设 [J]. 中国设备工程，2023，（08）：1.

[4]科技部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专项部署工

作 [J]. 自动化博览，2023，40（04）：3.

[5]陈钰，卢艳红，李迪，等. 人工智能背景下物理化学

教学改进 [J]. 中国冶金教育，2022，（01）：41-4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数智时代《物

理化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23110200230015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