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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互联网+”物理课堂教学范式实践案例 

利用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有利于激发和支持学生想象的

情境，对比书本静态图片有明显的优势，打开了学生的认识盲区；努力创设多

种多样的方式和机会让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方式进行学习，注重教与

学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和人机互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信息化互动

平台随时给予激励性评价，对学生的学习做过程性评价；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独

特的感受，将集体学习与小组学习结合起来。在初步建立概念阶段，要给予足

够的时间让学生解除日常的习惯思维和体会知识的重要性，不可操之过急。

下面以几节初中物理的课堂教学实践为例，供读者评鉴。

案例一  运动的相对性

一、导语

你知道，电视剧《西游记》里，导演是怎么让饰演孙悟空的演员看起来在

腾云驾雾向前运动的？

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怎么实现空中加油的？

这些都与运动的相对性有关。

二、学习目标

1. 通过观察，认识世界是运动的。能说出一些常用的描述运动的词语。

2. 知道什么是参照物，什么是机械运动。

3. 会选择参照物判断物体的运动和静止，理解运动的相对性，初步学会用

辩证的观点描述物体的运动。

4. 通过讨论含有相对运动的古诗句，感受中华民族古汉语的博大精深。

5. 通过对相对运动现象的讨论，理解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在生产科研方面

的应用。

6. 利用同步卫星，宇宙飞船与“天宫一号”交会的视频，了解我国在航天

技术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激发学习兴趣和爱国热情。

三、教学过程

日出日落，斗转星移，骏马飞奔，布朗运动……大到宇宙天体，小到微观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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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不停地运动着。 请观看视频，了解“分子运动”“火箭发射”“天体运动”。

任务一  哪辆汽车运动了

1. 情境一：观察图 2-2，从图甲到图乙，哪辆汽车运动了？

甲

甲

乙

乙

图 2-2

图 2-3

根据学生的回答分成两方，展开讨论：

（1）蓝车运动了            （2）黄车运动了

2. 情境二：观察图 2-3，从图甲到图乙，哪辆汽车运动了？

观察并思考：“情境二”与“情境一”相比，有什么不同？

这棵树被大家选定来作为描述汽车是否运动的标准。 这个选定的标准就是

参照物。

物理学中把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即参照物）位置的改变叫机械运动。 

如果位置不变，我们就说这个物体是静止的。

3. 议一议：对“情境一”，我们可以怎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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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物的选择：平时我们较多的是以地面为参照物的，必须有另一个物体；

仅有一个物体无法描述它是否运动，研究对象本身不能做参照物。

任务二  他们会怎么说

1. 如图 2-4 所示，请站在小明和小华的角度，试想他们会怎么描述？这是

由于他们各选择了什么做参照物？

图 2-4  火车动了吗

图 2-5

2. 利用互动学习平台，独立完成例题，如图 2-5。完成后截屏上传。

任务三  怎样实现空中加油

1. 飞机的日常加油跟汽车类似，都要停在地面上方便加油，可是当战斗机

在执行任务时，往往受条件限制，不能降落加油，只能在空中完成加油。

两架飞机如何才能做到空中加油呢？请观看“空中加油”的视频，寻找信息，

完成填空并截图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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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频中认为加油机静止是以         为参照物；认为战

斗机静止是以             为参照物。此时加油机与战斗机必须具

有                    。

（2）若以       为参照物，它们都是运动的。

2. 两个物体，甲相对于乙是静止的，那么乙相对于甲也是静止的。 同样，

甲相对于乙运动，乙相对于甲也是运动的。比如，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相对于空气，

飞机是运动的。反过来，相对于飞机，空气也是运动的。这可以给我们怎样的

启示和帮助呢？请观察“风洞实验”视频，谈谈你的想法。

结论：运动的相对性：       。

任务四  我来做导演

根据以上学习过程，我们已经初

步了解了运动的相对性。现在，我们

来想想《西游记》里孙悟空的扮演者

的腾云驾雾是怎么表现的？请你做做

导演，利用互动平台，移动“超人”

演员。如图 2-6 所示，有固定的单杠，

运动的铁轨及“超人”演员。请选用

不同的参照物，让你的“超人”演员，静止休息或者低空飞行。

学生完成任务后，截图上传，如图 2-7 所示。

图 2-6

图 2-7

任务五  发现诗句中的相对运动

描述“运动的相对性”的佳句，并给出分析解释。体会中华名族古汉语的

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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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瘟神

毛泽东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望天门山

李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绝句

傅翕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观看同步卫星与“天宫”交会对接的视频，阐述我国在航

天卫星技术上取得的成就。 也可扫二维码，继续拓展学习科

技应用方面的知识。

课堂小结

想一想：运动和静止的判别方法。

         你对“运动的相对性”的理解。

议一议：相对静止的两个物体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谈一谈：今天这节课你有哪些收获？

巩固应用

推送习题，系统完成测试统计。

四、教师指南

1. 再现生活情境，发现物理问题。通过移动设备观察、

收集生活中的运动和静止现象，建立世界是运动的基本概念；

通过探究小车的运动，初步感知在物理学中对运动的描述中，

参照物的重要性；进而去学习参照物的概念和运动静止的概念。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先体会一个知识的重要性或者说发现这个

知识的用处，才会更迫切的想要获取这个知识的内涵和外延。

2. 通过课本上两个实例的学习，加深对概念的理解。本

例将学生从第三方的角度描述运动，到把自己代入情景去描述

运动，利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更容易让学生将知识内化。对于

同步卫星与“天
宫”交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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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物的选择不同描述运动也不同，加入些许切身体会，也可防止学生对于知

识的掌握仅仅处于书本层面。

3. 通过“我来做导演”，利用移动终端交互功能，提升兴趣，学以致用，

拓宽知识面。鼓励学生的创造性。古诗词赏析，体会古汉语的博大。

4. 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有利于激发和支持学生想象的情 境，比书本静态

图片有明显的优势；在初步建立概念阶段，要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学生放弃错误

的前概念，领悟和建立正确的科学概念，不可操之过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