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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 CA I 课件在物理教学中应用的误区及对策
·

庄培福
’

关雪梅 陈纯错
(牡丹江师范学院 15 70 12 )

C冷Z(计算机辅助教学 )是计算机教学与教育科

学相结合的产物
,

给僵化的传统教学
,

尤其是物理教

学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

展示出物理教育现代化的

诱人前景
.

作为新生事物
,

如何认识它在现代物理教

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

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

本文通

过中学物理多媒体 C冷了课件的制作过程谈谈我们

的看法与体会
.

1 物理教学课件的应用现状

物理学五彩缤纷令人着迷
,

每位教师都在思考

怎样把物理概念
、

物理现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
,

但在

传统的课堂上
,

限于条件
,

许多精彩的现象无法清晰

呈现给学生
,

而只能留在教师心中
,

不能说不是一种

遗憾
.

而现代技术 日渐成熟
,

模拟技术可以达到难以

想象的效果
,

具体来说有以下优点
:

教学信息量大
.

教师一边讲解
,

一边演示
,

二者

融为一体 ; 反馈速度快
,

有利于了解教学情况并针对

学生的掌握情况
,

控制
、

调整教学内容与进度
,

更好

贯彻教学意图
.

教学直观
,

突破传统教学障碍
,

不必

费过多口舌
,

借助课件使学生清晰看到仪器有哪些

部件
,

调节时可以看到什么现象
,

测量时如何找准位

置等
.

画面生动
.

生动的色彩
、

简明的概念
、

灵活快捷

的操作
,

刺激学生的感官
,

提高了教学效果
.

另一方面
,

虽然目前市场上多媒体课件种类繁
‘

多
,

但真正专为教师编写课件
、

而且实用的少之甚

少
.

软件公司的 CAI 产品无疑界面美观
,

美工
、

动

画
、

配音部分非常专业
,

但无实际教学工作经验
,

就

效果而言
,

笔者所见过的教学软件
,

对于物理现象都

是三言两语
,

无法掌握教学重点与难点
,

只能说是劳

民伤财
.

另一种认识上的偏差是
:

教师的作用完全由

多媒体 CA 了取代
,

其备课
、

授课
、

作业批改都会由微

机完成
,

教师所要做的只是为软件设计者提供思想

而已
,

这俨然要把教师彻底革命于课堂之外
.

事实

上
,

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手段
,

代替不了人
.

2 课件应用的误区

2
.

1 多媒体不等于 〔滩了

我们所提及的 C冷I
,

其结构实际上是线性的
,

程

序设计又是固定不可编辑的
,

且缺乏分析功能
,

对学

生的学习与思维贡献不大
.

多媒体 (功 ul 动 尹坡绝必 ) 技

术将文字
、

数据
、

图形
、

影像
、

视频等不同媒体合而 为

一
,

但并不是将多种媒体简单叠加
,

而是具有融合性

的
.

所以说
,

笔者有必要澄清一个提法
: “

多媒体CA I

技术
”

是正确的
,

即多媒体会给传统的 C今Z教学插

上一个彩色的翅膀
.

2
.

2 多媒体 CA I取代不了传统物理教学

诚然
,

传统物理教学已经培养 了一代又一代人

才
,

有些人认为多媒体 CA I教学无非是现代科技派

生出来中看不中用的花俏形式
,

无法对教学提供帮

助
,

甚至有些教师看了一些课件实例后反而认为达

不到教学 目的与教学效果
,

理由是分散学生的注意

力
.

2
.

3 模拟取代不了实际实验

有些教师认为
,

模拟现象无论如何精美逼真
,

立

体感如何强
,

都只是在屏幕上的图像而已
,

永远取代

不了实物
.

不可否认
,

这些担心并非没有理由
,

在当

前多媒体教学中确有华而不实的例子
,

一些本无需

多媒体手段就可以讲清楚的物理课
,

加人大量的哗

众取宠的声光
,

轰轰烈烈
,

包装精美的效果
,

把学生

应用于观察实验现象的精力转移到旁枝未节上
.

物

理学应是务实的
,

将一些直观较难观察到的细节表

现出来
,

可以将一些微观领域的物理活动模拟演示

出来
,

有着实际操作不可代替的作用
.

3 应用对策与措施

3
.

1 多媒体教学软件开发应产业化

在信息时代
,

人们学习可不受时空限制
,

多媒体

CA I设计开发必然是全方位的
,

技术含量高
,

多专业

化的
,

一个人或几个人无力完成这项工作
,

因此需要

大规模市场服务体系
,

加强教育界与企业的横向联

合
,

使多媒体教学软件的开发走向产业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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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I 多媒体教学孟在
“

辅助
”

根据不同专业
、

不同学科
,

根据教学内容与特

点
,

适时采用多媒体 CAI 教学
,

在传统教学与现代

化教学相结合过程中
,

应注意 C冷了辅助教学作用
,

教学应是关键
.

3 3 加强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投入

普通教师的收人不多
,

目前来讲一般买不起电

脑
,

而学校的电脑多用于教学
,

教师使用不方便
,

这

足以让教师却步
.

3
,

4 加强教师的计算机培训

许多学校虽然针对教师的计算机进行了培训
,

但都是以普及为目的
,

大部分教师甚至连最基本的

电脑操作还没有真正掌握
,

更谈不上开发
、

制作课

件
.

编样
: 司徒琳莉

《机械制图》课程教改浅谈
’

诸小丽
(广西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5 300 03)

21 世纪人类进人了信息化的社会
,

对人才的知

识和能力结构必然提出全新的要求
,

在今年六月份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人才培养的重大改

革
,

彻底改革教学观念和教学思想
,

变封闭僵硬的模

式为多样化的开放模式
,

变塑造型教育为文化素质

型教育
,

我们作为教育第一线的工作者
,

是否能培养

出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人才
,

这关系到我们 21 世纪

是否能追踪世界科技前沿
,

国民经济能否尽快赶上

世界发达国家
.

《机械制图》是工科院校中众多专业必修的一

门重要技术基础课
,

也是一门重要技能培训课程
.

随

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机械制造业也向高
、

精
、

尖

纵向深入
,

不再是传统单一模式
,

因此作为培养人才

环节之一的教材内容必须跟上科技的发展
,

而《机械

制图》教材历来是熟知的老面孔
,

内容体系陈旧
,

基

本上仍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教材的传统框架上
,

没有

将日新月异的高
、

新技术渗 透进来
.

本人认为可将

《机械制图》课与《A m 丁0 CAD 》课合二为一
,

介绍

完制图基本知识之后
,

在进行制图基本原理讲解时
,

就可加人计算机绘图的内容
,

在掌握机械制图基本

原理的同时
,

即练习手工绘制
,

又练习电脑绘制
.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
,

更多的产品
、

样品需

要在短时间开发出来
、

现代化程序高的企业
,

其工作

站就可直接根据 〔沁刀 图形生产出三维产品模型或

原型
,

以赢得市场
.

另外从目前就业市场来看
,

相当

多的企业极缺乏掌握电脑绘图的人材
,

尤其在目前

提倡
“

甩开图板
”

的革命时代
,

这一技能必不可少
.

因此我认为应让学生的课外练习更多的放在电脑绘

图上
,

掌握好电脑绘图
,

在后续的课程中(如机械设

计等课程 )
,

也大有用处一可以更多的减少绘 图时

间
.

二可以走上工作岗位就立刻胜任工作
.

要提高教学质量
,

必须在教学内容
、

方法
、

形式

上不断改革
,

创新
,

改革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

体现时代的特征
.

当今世界特征是科学技术迅猛发

展
,

知识量巨增
,

知识陈旧迅速
,

这一趋势必然向传

统的教育模式提出挑战
,

若按传统的方式进行教学
,

已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
,

必需改革单纯以传授

知识为主的注人式教学模式
,

重点转向开发学生智

能的启发式的教学
,

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
,

积极

性
,

才能达到 目的
.

1 贯彻
“

少而精
”原则

,

坚持启发式教育

教师首先在精选教材的基础上
,

根据专业确定

基本内容
,

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高新技术和与生

活息息相关的工程内容和实例
,

开阔眼界
,

提高思维

能力
,

提高学生的求知欲望
.

精选内容
,

要实现
“

精

讲
” ,

通过语言
、

图示
、

模型
、

多媒体电化教学等手段
,

举一反三
,

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

进一步提高学生思维

能力和空间想像力
.

2 狠抓基本功
,

强化动手能力

机械制图是一门要求技能较高的课程
,

动手能

力的强弱就体现出对本课程掌握的程度
.

因此在初

步练习绘制基本几何体及组合体时应让学生置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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