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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于高校物理教学领域，信息化手段的融入渐趋深入，发挥着关键作用。该研究聚焦于

信息化手段在高校物理教学实施过程当中，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育产生的影响。通过解析信

息化手段在各教学环节的运用情形，阐述其在唤醒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助力学生掌握学习方法

以及增强学习效果等方面的功效，点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应对措施，旨在为高校物理教

学借信息化手段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供有实用价值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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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deepening and playing a key rol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By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various teaching stage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its effectiveness in awakening students' awareness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helping them master learning
methods, and enhancing learning outcomes.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application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iming to provide practical ideas for improving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university phys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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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高校物理作为一门极为重要的基础学科，在培养学生科

学思维、提升其实践能力上作用显著。但传统的高校物理教

学模式存在局限，难以契合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在线课

程平台、虚拟仿真实验软件以及教学辅助 APP等信息化手段

的出现，给高校物理教学的信息化带来了机遇，其能为学生

打造更丰富、便捷且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对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意义重大。

2 信息化手段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积极影

响

2.1 丰富学习资源激发自主学习意识

高校物理教学中，丰富多样的在线课程资源为学生拓展

学习视野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类在线课程平台整合了大量优

质的高校物理课程内容，知识范围从基础物理知识一直延伸

到前沿物理研究领域，学生能够依据自身的学习进度以及个

人兴趣，自主登录这些平台，挑选符合自己学习需求的课程

内容展开学习。丰富多元的在线课程资源，打破了传统课堂

教学在时间以及空间方面的限制，使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到

广泛的物理知识，拓宽了学生的学习视野。接触新知识的过

程中，学生主动探索物理知识的欲望被激发出来，自主学习

意识也逐步得到培养，学生不再单纯依靠课堂上教师的讲解，

而是主动从在线课程资源中挖掘知识。与此同时，专业数据

库成为学生深入探究物理知识的重要途径。数据库里存储着

海量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以及实验数据等资源。当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对某个物理问题产生深入探究的想法时，可借助

学校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库访问权限检索相关的文献资料。在

检索和研读资料的过程中，学生学会自主获取知识，培养了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强化了自主学习意识，

并且逐渐掌握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内容的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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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2 多样工具促进自主学习方法掌握

虚拟仿真实验软件应用于高校物理教学，为学生搭建起

自主实践探索的平台。传统物理实验受到实验设备、场地以

及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学生很难充分开展实验操作与探索，

而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突破了这些限制，学生可随时通过计算

机进入虚拟实验环境。虚拟实验中，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实验

参数，自行设计实验步骤、分析实验数据，并通过不断尝试

与探索找到最佳实验方案。虚拟仿真实验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自主思考、掌握科学实验方法，

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通过反复操作和探索逐

渐养成自主学习习惯，能够独立开展实验研究，提升了他们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学辅助 APP在高校物理教学中可

以辅助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规划，这类 APP一般具备课程提

醒、学习进度跟踪、知识点总结以及在线测试等功能。学生

根据自身学习目标和时间安排，在 APP 上设定学习计划，

APP会按照学生设定的计划按时提醒学习、跟踪学习进度并

及时反馈学习情况。学习过程中，学生还可利用 APP中的知

识点总结功能梳理所学内容，通过在线测试功能检验学习效

果。在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中，终身教育迫在眉睫，要求现

代社会中每个期望自己能不断获得发展机会的人，都必须有

自主学习的愿望并具备良好的自学能力，而这正是大学生在

大学阶段学习期间的一个重要目标。

2.3 互动与数据提升自主学习效果

互动式教学平台应用于高校物理教学，能够提升学生的

学习参与度，这类平台通常具备在线讨论、小组协作学习以

及教师实时答疑等功能。物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借助互动式

教学平台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在线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

生积极思考、相互启发，加深了对物理知识的理解，提高了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教师能在平台上实时解答学生

疑问，给予及时指导和反馈。互动式教学方式使学生从被动

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参与学习，提升了自主学习效果，学生

在互动式教学平台上的积极参与促进了知识的内化和吸收，

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了自主学习能力。

信息化手段中的数据分析功能在高校物理教学中能够助力

教师优化教学，促进学生学习。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平台和学

习 APP等工具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如学习时间、学习进度、

作业完成情况、测试成绩等，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了解

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依据分析结果，教师可以调整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贴合其学习需求的教学

方法和内容。信息化视域下，物理教学中信息化手段的创新

应用策略对于提升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教育界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的

优势，不断创新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

有趣、实用的物理学习体验。

3 信息化手段在高校物理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3.1 学生信息处理能力欠缺

高校物理教学运用信息化手段后，学生需应对海量信息

化学习资源。然而，部分学生缺乏有效的信息筛选及整合能

力，在搜索物理学习资料过程中被大量无关信息干扰，使他

们花费大量时间，却难以获取契合自身学习需求的资源，导

致学习效率低下。面对来源和形式各不相同的信息时，学生

不知道怎样合理整合，无法构建起系统的知识体系，这对学

生深入理解与掌握物理知识产生了不利影响。

3.2 技术应用存在障碍

用于高校物理教学的部分信息化手段，如复杂的虚拟仿

真实验软件以及专业教学平台，操作相对复杂，部分学生对

这些工具的操作不够熟练。其运用虚拟仿真实验软件做实验

时，不熟悉软件操作流程，无法顺利完成实验，这不仅降低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对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造成负面影

响。使用一些在线教学平台时，学生可能遭遇卡顿、掉线等

技术故障，而他们自身又没有解决这些技术问题的能力，致

使学习过程中断，影响学习进度。

4 信息化手段在高校物理教学中对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培养的路径

4.1 强化学生信息素养培育

在高校物理教学越发依赖信息化手段的当下，强化学生

信息素养能力成了当务之急，为此，有必要积极开设专门的

信息素养课程，或是精心筹备相关培训项目，核心目的是切

实教会学生如何有效筛选、评估以及整合各类信息化学习资

源。实际落实过程中，高校可通过举办专门讲座或者设置专

门课程，向学生传授使用搜索引擎的实用技巧，重点教导学

生如何精准设置关键词，使搜索结果更契合自身实际需求。

当学生搜索物理学习资料时，可依据物理知识点的核心内容，

合理搭配诸如“大学物理”“实验解析”“前沿研究”这类

限定词，大幅缩小搜索范围，快速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与此

同时，还需让学生学会运用搜索引擎的高级搜索功能，像指

定文件格式，将搜索结果限定为 PDF、DOC 等特定格式，

或是限定搜索时间范围，只查看近几年内发布的资料，借此

进一步提升搜索效率。

辨别信息可靠性是学生必须掌握的重要技能，高校应引

导学生仔细查看信息来源。通常，来自权威学术机构网站、

知名高校官网、专业学术数据库的信息可信度相对较高。需

要使学生学会查看作者资质，例如发表物理相关文章的作者，

若其拥有物理学专业的高学历背景，且在相关领域有一定研

究成果，其撰写的内容往往更具参考价值。引导学生学会整

合不同来源的信息来构建系统知识体系同样关键，以学习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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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力学物理知识点为例，教师可指导学生从多个渠道获取信

息。在线课程平台上，有众多高校教师详细讲解牛顿力学的

课程视频，学生观看这些视频，可学习到基本概念及定理推

导过程。专业数据库中，存有大量关于牛顿力学在实际应用

方面的学术论文，学生研读这些论文，可了解牛顿力学在工

程、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的应用情况。学术论坛为学生提供

交流讨论平台，这里，学生可与其他学习者分享自己对牛顿

力学的理解，共同探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学生可将这

些从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进行梳理整合，以牛顿力学基本定

律为核心，将理论知识、实际应用案例以及他人学习经验等

内容围绕该核心分类整理，从而形成系统知识框架[1]。

4.2 完善技术支持与培训体系

学校和教师在借助信息化手段开展高校物理教学工作

时，完善技术支持与培训体系是保障教学顺利开展、提升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关键环节。针对复杂的信息化教学工具，

学校和教师需为学生提供详尽操作指南，以虚拟仿真实验软

件为例，在引入新的虚拟仿真实验软件用于高校物理教学时，

学校应组织专门培训课程，安排专业人员，如软件开发者或

对该软件有深入研究的教师，为学生讲解软件操作流程。从

软件安装、启动，到各个功能模块的使用，都要进行细致讲

解。例如，讲解静电场虚拟仿真实验软件时，需明确告知学

生如何设置电荷电量、位置等参数，怎样观察电场线分布、

电势变化等实验现象。同时，要向学生介绍软件功能特点，

如该软件能模拟出逼真电场环境，学生通过调整参数，可观

察不同情况下的电场变化，这是传统实验难以实现的。专业

人员还需通过实际操作演示，让学生直观了解软件使用方法，

让学生跟随演示步骤，自己动手操作，加深对软件的熟悉程

度。

建立技术支持团队同样必不可少。学生在使用信息化工

具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类技术问题，例如在使用在线教学

平台时，可能出现网络故障，导致课程视频卡顿、无法加载；

使用虚拟仿真实验软件时，可能遇到软件报错情况。技术支

持团队要及时回应学生问题，对于网络故障，要协助学生检

查网络连接设置，排查网络供应商问题等；对于软件报错，

要分析报错原因，可能是软件版本不兼容，也可能是学生操

作不当，然后给出针对性解决办法。学校和教师还可制作操

作视频教程、常见问题解答手册等学习资料。操作视频教程

可将软件操作过程录制下来，配上详细讲解语音，让学生课

后随时观看学习。常见问题解答手册则收集学生在使用信息

化工具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并给出详细解答步骤。这些学

习资料可供学生随时查阅，有助于提升学生对技术的应用熟

练度，保障学生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物理学习的过程顺利推

进，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2]。

4.3 优化资源管理与建设

优化信息化教学资源管理与建设，对提高高校物理教学

质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意义重大，学校或相关教

育部门在此过程中肩负重要责任，建立健全信息化教学资源

审核机制。对于网络上数量庞大的物理教学资源，学校或教

育部门应组织专业教师团队进行严格筛选和评估，专业教师

团队要从多方面审核资源，其中内容准确性是关键。物理知

识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资源中的物理概念、公式推导、实

验数据等必须准确无误，比如审核关于相对论的教学资源时，

其中涉及的时间膨胀、长度收缩等概念解释必须符合相对论

科学定义。讲解清晰度也十分重要，教师团队需判断资源讲

解是否通俗易懂，能否让学生轻松理解复杂物理知识，以讲

解量子力学中的薛定谔方程为例，优质资源会通过生动案例、

形象图示，将抽象方程讲解清楚。知识时效性方面，需确保

资源知识是最新的，因为物理学科发展迅速，新研究成果不

断涌现，例如关于超导物理的教学资源，要包含最新高温超

导材料研究进展等内容。经专业教师团队审核后，将优质资

源推荐给学生，避免学生接触低质量、错误学习资源，并鼓

励教师自主开发高质量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师对教学内容和

学生学习需求有深入了解，能开发出更贴合教学实际的资源，

教师可制作生动有趣的教学课件，在课件中融入实际生活中

的物理现象，如汽车制动过程与牛顿第二定律关系，让抽象

物理知识更直观，设计互动性强的在线课程，设置在线讨论

环节，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教师和其他同学交流讨论，提

高学生学习积极性[3]。

5 结语

大学生是社会的佼佼者，大学时代是他们走向社会的重

要阶段。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使学生学到更多

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成为每个大学教

师不断探索的问题。为此，我们进行了高校物理“信息化自

主学习”的教学模式探索。高校物理教学中，信息化手段对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至关重要，丰富学习资源能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意识，多样工具的使用能够助力学生掌握自主学习

方法，互动与数据的运用可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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