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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教学 中
,

计算机教学已是一 门不可缺

少的功课
。

在沿海大城市
,

小学生能够熟 练地应用

计算机已是很平常的事了
# 可是在西部

,

教育一线的

教师能够熟练应用计算机的只是极少 的一部分
,

大

部分只是简单的操作一些常用的基础性软件
,

还有

一小部分 �主要是指偏远地 区 ∃连计算机都没摸过
,

岂能谈得上操作 % 那么他们所教出来的学生又会怎

么样呢 %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探讨和关注的话题
。

一
、

设备投入

长期以来
,

各地经 济水 平
、

社会 发展状 况有差

异
,

对教育 的投人力度也就不同
。

经济发达地 区 的

中小学建立 了 自己的校 园 网
,

还通 了互 联 网 &∋( )∗
+

∋) ( #经济落后的西部
,

特别是 乡下和山区
,

许多学校

至今没有一 台计算机
,

靠学校或者说靠教师 自己
,

根

本买不起
,

这就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
,

需要政府的大

力支持
。

我认为具体措施可以从 以下 四方面考虑
,

一是

全部设备资金由政府承担
# 二是政府承担 大部分资

金
,

学校 自筹一小部分
# 三是由经济发达地区企事业

单位帮扶配备 # 四是政府支持
,

学校贷款
,

以后根据

偿还能力逐年还清
。

二
、

师资来源

设备配好了
,

计算机教师又是一大难题
,

我想
,

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这样考虑
,

−
.

高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生
。

他们的理论 水平

肯定是很不错 的
,

但操作能力未必 同步
。

还有教学

方式方法的掌握
,

把所学知识熟练地用于教学
,

将需

消耗一两年的时间
,

那么要成为一名合格 的计算机

教师
,

还得更长的时间去努力
,

这样一来
,

对该校的

计算机教学就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

/
.

文化基础课 教师 经短期 集 中培训后 改行
。

对这一部分教师来说
,

教学经验丰富
,

只是计算机理

论知识 和操 作技 能一 时难 以提高
,

只能是学 一 点
“

卖
”

一 点
,

教给学生 的知识 自然也就不 全面
、

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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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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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从事计算机科研
、

操作
、

维修 方面的专

业人员
,

经高薪聘请兼职教学
。

他们的计算机知识

是很丰富的
,

往往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
,

若让他们去

讲课
,

将会是非常好 的
,

对增强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兴

趣
,

效果也是不言而喻 的
。

如 以讲座形式讲授计算

机知识
,

常常会在学生中能起到轰动效果
。

三
、

教学方法

−
.

纯理论教学
。

对于计算机基础知识
,

如计算

机的组成
、

进制转换
、

病毒 知识等
,

还是 以讲授为

主
。

/
.

先讲 后操作
。

计算 机高级语言
,

如 234 5&6

语言
、

6 语 言
、

7 3 语言
、

89: 34;< 与 89 := ∗9 等
,

文字

处理系统 > =;/ ! !!
、

办公系统 ?88&6< /! !! 等
。

 
.

边讲边操作
。

使用 投影仪或一两台计算机

�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
,

逐组观察 ∃边讲边演示
,

完成

黑板上无法实现的内容
。

例如 图形处理 =≅ 9 (9 5≅ 叩
、

三维动画  Α Β 4Χ 等软件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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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件
。

这 是我们 最终要实现的新 兴

教学方法
。

可是在西部要实现这种教学模式
,

还需

要漫长的路要走
,

因为学校首先要有先进 的教学设

备
。

其次
,

教师要有文字处理
、

图形处理
、

语音处理
、

视频处理
、

动画处理 等诸方面较好的计算机综合操

作 水 平
,

并 且 还 要 会 运 用 4 Δ( ≅9 , Ε ∗)
、

=9 Φ )∗Γ 9Η ∋Η
、

8Ι Ε5 ≅
、

课件大师等多媒体制作软件之一
,

才有可能将

以上各种素材制作成课件并应用于课堂教学之中
。

当然
,

多媒体教学
,

也是 目前学生最喜欢也最容

易接受的教学方法
。

因为它将语言
、

文字
、

声音
、

图

像融为一体
,

生动活泼
,

内容突出
,

趣味性强
,

寓教于

乐
,

学生接受轻松
,

记忆深刻
,

效果显著
。

四
、

领导重视

计算机教师不仅要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
,

而

且同时需要具备较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及熟练

的操作技能
。

这就要求校领导鼓励教师积极参加继

现代物理知识



物理教学中应 引入物理学方 法论

高 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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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要求物理教学要注重能力的培养
。

所

谓能力
,

它包括知识和方法两方面的内容
。

然而
,

长

期以来
,

在教学 中都只重视知识
,

而忽视了方法
。

纵

观物理学发展的整个过程
,

可 以看到
,

物理学的发展

不仅是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
,

也是方法不断更新的

过程
,

所以物理学既是一门结构严谨的自然科学
,

又

是一门带有方法论性质的理论科学
。

达尔文说过
,

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关于方法论的知识
。

如果我们在

教学中
,

一方面使学生学到丰富的物理知识
,

另一方

面又把物理学家们科学的方法论思想也传授给学

生
,

这无论是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
,

还

是对他们以后的学习
、

研究或从事其他工作
,

都将是

受益无穷的
。

物理学 中常见的方法有
,

观察的方法
,

观察是学习物理学的起点
,

没有这

一步谈不上学习物理
。

这里主要是指对 自然事物的

观察
,

即在不对客观事物施加任何影响的情况下
,

对

事物的现象进行分析
、

研究
,

以找出它们的联系和规

律来
。

要学习观察 的方法
,

首先要指导学生做观察

的有心人
,

要时时处处对周 围的事物留心
。

大 自然

以及我们的 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 中有着丰富的物理

现象
,

只有处处留心
,

才能有所发现
。

每次去教堂做

礼拜的人千千万万
,

唯独伽利略注意到了教堂顶上

油灯的晃动
,

并由此发现 了摆的等时性
,

这就是 一 个

很好的说明
。

要指导学生进行有 目的地观察
,

并且要有耐心

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

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

例

如
,

−Κ 世纪丹麦的天文学家第谷
,

为 了观测天文现

象
,

进行 了长达 /! 多年 的观察
,

记录了大量的数据
,

其精确度比他 以前的那些天文观测高出几十倍乃至

上百倍
。

此外
,

对 自然现象的观察要设法抓住每一

个有利时机
,

因为 自然现象不可能随意重复
,

在不能

人为创造的情况下
,

若要等待现象的自然再现
,

往往

会失去机会
。

实验的方法
,

众所周知
,

物理学是一 门实验科

学
。

实验是人们探索物理规律
、

认识物理世界的基

本手段
,

也是检验物 理理论正确与否 的惟 一标 准
。

在 自然现象不能满足人们要求 的时候
,

人们就可 以

求助于实验
。

根据 自己 的研究 目的
,

利用仪器设备
,

创造条件
,

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
,

突出主要因素
,

在

续教育
,

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级各类计算机培训
,

以拓

宽视野
、

更新知识
,

迅速提高操作技能
。

五
、

鼓励教师自学

计算机 是 目前发展最快 的行业
,

有人这样说
,

“

计算机教师是教育行业 中最辛苦的 Λ
”

事实就是这

样
。

文化基础课教师
,

尤其是个别老教师
,

吃老本也

许就可以搞好教学 #而计算机教师则不行
,

必须不断

地获取新知识 # 否则
,

教给学生 的只是这 门学科 的
“

历史
” ,

学生毕业后也就难 以就业
。

把计算机教师 自身操作技能的提高
,

寄托在上

级部 门组织 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上是远远不够的
,

必

须牺牲 自己 的大量业余时间 自学
。

因为在课 堂上
,

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讲完的问题
,

有时需要花上几天
,

甚至几周的业余时间才能搞明白
。

−ϑ 卷 一期 �总 1 ϑ 期 ∃

六
、

相互交流

自学太费时间了
,

如果搞计算机 的人员有机会

凑到一起交流
,

探讨各 自遇到的问题
,

取长补短
,

也

是一种非常好的学 习方式
。

有条件 的学校
,

还可以

通过因特网和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计算机人员相互交

流
,

不管他 �她 ∃年龄大小
,

只要他 �她 ∃在某一方面精

通
。

正如孔子所说 的
, “三人行

,

必有我师焉 Λ
” 。

七
、

组织学生竞赛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

积极

地组织不同层次
、

不同形式的计算机技能竞赛 #学校

内部也可以定期
、

不定期地组织开展不 同层面的计

算机技能竞赛
。

在促使学生提高技能的同时
,

也促

使计算机教师不断地提高 自己的水平
。

记得有位教

师是这样说的
, “

学生竞赛
,

事实上是教师竞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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