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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数理部 北京 以

多媒体技术作为 目前最先进 的现代 化教 育手

段
,

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项教学活动中
,

成为教学

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

现在我 国条件较好的院校都在

根据 自己学校的特点
,

进行物理多媒体教学实践
。

一
、

多媒体技术是物理教学 良好的辅助工具

多媒体技术是将文字
、

声音
、

数据
、

图形
、

静态图

像
、

动画等各种不同信息经计算机处理之后
,

以单一

或集成的方式表现 出来 的教育技术和教育方法
,

它

具有声画并茂
、

视 听结合
、

动静相宜
、

感染力 强 的特

点
,

并 以随机
、

灵活
、

全方位的方式把信息知识形象
、

生动地展示给学生
,

使往 日呆板 的教学模式变得 丰

富多彩
,

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 性
,

强化感性认识
,

加 深对所学 知识 的理

解
。

传统的物理教学
,

教师是知识的源泉
,

教学方法

是单 向灌输式的知识传授型 平铺直叙
、

照本宣科
、

面面俱到
、

细嚼慢咽 而且手段落后 黑板 十 粉笔 十

投影仪 十 少量演示实验
。

众所周知
,

物理概念及物

理过程抽象
,

难 以理解
,

尽管物理教师想方设法从不

同角度
,

用不同讲解方法讲述
,

但同学们领会起来仍

感抽象
、

难懂
,

不形象
、

不具体
,

给教师教学与学生学

习带来一定的困难
。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给物

理教学带来很好 的辅助工具
,

它 以 其综合处理信息

的能力
,

利用图形
、

图像
、

三维动画等表现形式
,

将一

些枯燥
、

抽象
、

难 以理解的概念
、

复杂的变化过程
、

形

态各异的运动形式
、

宏观或微观世界
、

时间的延长或

缩短
、

空间的变大或缩小等直观地显示在学生面前
,

所呈现的内容真实
、

生 动
、

极 富表现力
,

很容易引起

学生的兴趣和注意
,

从而能有效调动学生 的各种感

觉器官
,

增强学生 的记忆能力
,

提高教学质量
。

例如

由于玻璃对箱 内产生 的长波热辐射有 阻挡作用
,

故

使箱 内温度不断升高
。

用这种原理所达到的温度不

太高
,

通 常在 ℃以下
。

比较 常见 的热 利用设备

如太阳能温室
、

四季太 阳能热水器
、

太 阳能蒸馏器等

都是利用此工作原理
。

然而
,

由于太阳能的分散性和间歇性
,

给实际利

用带来困难
。

若要满足能量供给的需要
,

必须解决

储能的问题
。

在 日照变化很大
,

蓄热器容量有 限的

清况下
,

辅助加热 系统必不可少
。

所 以太 阳采暖系

统 由集热 器
、

蓄热器
、

供热器
、

辅助热源
、

热 负荷组

成
,

其中集热器是最主要的部分
。

太阳热发电

太 阳热发电即太阳热力发电
。

通常说的太 阳能

电站指的就是太 阳能热 电站
,

它 的能量交换过程是

利用集热器和吸热器把分散的太阳辐射能会聚成集

中的热能
,

经热交换器和汽轮发 电机把热能变成机

械能再变成 电能
。

目前已建立或正在研究的太 阳能

电站 主要有聚光式太阳能电站和太阳池发电站两种

类型
。

太阳能电站的独特之处还在于 电站内没有热

储存器
,

可 以常年不断发 电
,

即使在夜晚和冬季也照

卷 期 总 期

常可 以使用
。

太阳光发电

太阳光发 电在太阳能发电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

位
。

太 阳光发 电是通过太阳电池直接将太阳光转换

成电能的
。

由于光照而产生 电动势 的现象
,

称为光

生伏打效应
,

简称光伏效应
。

太 阳能 电池是 年

美国贝尔实验室发 明的
,

它利用 了光照射到半导体

的 结 上 时产 生 的光伏 效 应
。

太 阳能 电池 发 明

后
,

年美 国就把 它 用 到美 国 的第一 颗
“

先 锋

号
”

卫星上作为通信电源
。

我国也在 年开始 了

太阳能电池的研究
,

并于 年将研制的太 阳能 电

池用在我国发射 的第二颗卫星上
,

这颗卫星在太空

中正常运行了 年多
。

据统计
,

世界上 的人造

卫星和宇宙飞船都采用 了太阳能电池供 电
。

现在的

问题是光电转换效率还 比较低
,

大约为
,

比较

高的能到
。

虽然太 阳能电池效率较低
,

然而和

其他能源相 比
,

具有 可靠性好
,

使用 寿命长
,

没有转

动部件
,

使用维护方便等特点
,

所以得到 比较广泛的

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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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部分是建立在大量实验基础之上 的
,

以亨 教师

在台上讲实验现象
,

学生在台下记规律
,

使学生很难

建立清晰的物理 图像并理解其本质
,

学生往往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 以 然
。

利用多媒体技术
,

可将光 的各

种干涉
、

衍射
、

偏 振 等实验现象及 过程通 过动态模

拟
,

把一些不易观察或无法观察 的现象及动态过程

逼真地展现出来
,

结合着运动的画面
,

教师可循序渐

进地进行分析
,

大大方便了教师对重点难点的讲解
,

学生在较轻松的气氛中加深了理解
。

再比如相对论

问题较抽象
,

讲完后学生反映像听
“

天书
” ,

利用多媒

体技术的虚拟性
,

将相对论 中的
“

时间膨胀
、

长度收

缩
”

效应形象地表现 出来
,

可使这一难点变得 具体
、

生动
,

易于理解
。

另外
,

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电子教案

方便地在想要 的位置插 入 自己 的即兴之作
,

亦可不

再需要集中太多的注意力去死记一些复杂的公式和

繁杂的推导细节
。

教师 的任务是把 每个知识点准

确
、

严谨
、

形象
、

精彩地表现给学生 对每个章节的重

点
、

难点可穿插例题详细讲解 以及 留些 问题给学生

当堂或谬后练习
,

亦可让学生拷 贝到 自己 的计算机

上
,

以备复习
,

这可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

再者
,

以往 由于受课时所 限
,

物理学发展 史 中

所蕴藏 的物理思 想 和科 学研究 方 法
、

高新 技 术及

其在工程 技 术 中的应用 很 少介绍 或 根 本 不讲
,

容

易束缚学 生 的思 想
,

不 利 于 培养 富 于创造 性 的人

才
。

使用 电子 教案 后
,

由于 节 省 了很 多 的板 书时

间
,

教师可 有 更 多 的时 间 去 帮 助学生 掌握 科 学 的

方法论
,

这 更有 利 于 学 生科 学 素质和 科 学 能 力的

培养和提高 由于课堂信息量大大增加
,

这也 可解

决近年来大学物理教学学 时不 断减少 而教学 内容

增加的矛盾
。

两年来
,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以购买兄弟院佼的

电子教案为基本平 台
,

教师结合 自己授课特点 加以

修改
、

丰富与提高
。

在教学 中
,

以电子教案为主线
,

再配以演示实验
、

课件
、

录像带
、

光盘等其他教

学手段
。

经过两年 的多媒体教学
,

拓宽 了学生 的视

野
,

提高了学习兴趣
,

学生学 习成绩也普遍提高
,

在

北京 市 年第 届 物理竞赛 中
,

有 人 次 获

奖
,

在北京市 年第 届物理竞赛 中
,

有 人

次获奖
,

获奖人数在 所 乙组 院校 中排名第三
,

取

得这样好的成绩跟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是密

不可分的
。

二
、

利用多媒体技术应注意的问题

毋庸质疑
,

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为物理教学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

也为教学活动注人了新 的活力
,

但在

使用时应注意以下一些 问题

首先应选择好的优秀的电子教案
,

在此基础

上
,

教师应根据 自己的教学风格进行删增
,

对教学 内

容应精心设计
,

化繁为简
,

化难为易
,

化抽象为具体
。

背景应简洁明快
、

颜色选配要协调
,

不要片面追求外

观
,

追求媒体形式的
“

全
” ,

过于注重视觉形象
,

否则
,

屏幕渲染过度
,

附加信息和 无关信息过多
,

给 人 以
“

眼花缭乱
”

的感觉
,

非但不能起到调动学生注意力

的作用
,

反而容易分散学生 的注意力
。

这 时学生注

意到的只是美丽 的画 面
,

鲜艳 的色彩
,

动听的声音
,

所呈现的学习 内容和深刻含义往往被忽视
,

对教学

产生不利影响
。

借助于多媒体技术
,

教师可拥有 十分广泛 的

信息资料
。

由于节省了板书的时间
,

课堂的信息量就

明显加大
,

如果节奏控制不当
,

这时教师往往容易不

自觉地
“

开快车
” ,

以致于大多数学生未经思考消化就

转到下一内容
,

这样学生跟不上教师的步伐
,

削弱 了

学生听课的兴趣
。

学生从小学
、

中学到大学基本上都

是在传统教学方式下学 习 的
,

因此心理上要有一个
“

转变
”

的过程
,

所以开始时
,

教师应循序渐进
,

让学生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

这时教师除控制好节奏外
,

还可

利用多媒体技术的灵活性
,

对重点
、

难点及时地进行

重复和辅导
,

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地复习
,

事半功倍
。

由于现在 的多媒体教 室大多是 由传统教室

改装而成
,

上课时一定 注意采光
,

太亮看不清投影
,

太暗学生不好看书
,

亦影响学生的视力
,

且易产生疲

劳 上课时应注意调节窗帘和打开部分 日光灯
,

并且

屏幕背景颜色
、

字体的大小应协调搭配
,

以保持最后

一排都看得清投影
,

最 暗的角落都看得清 书
。

虽 然

每一个多媒体都为教师配有座椅
,

但上课时一定要

注意站着讲
,

这样一方面能随时观察学生的反应
,

同

时也增加 了课堂氛 围 教师不应 当对着屏幕当解说

员
,

应尽量体现 自己 的风格
,

利用生动 的语言
、

手势

甚至表情等因素
,

做到人机结合
,

否则 只能是从
“

人

灌知识
”

到
“

电灌知识
” , “

新瓶装老酒
” ,

难 以摆脱低

层次的徘徊
,

不能发挥多媒体技术教育的优势
。

总之
,

多媒体教学模式 给物理教育领域注入了

新的活力
,

在教学 中使教师和学生亲身感受到 了其

教学应用 的优越性
、

实用性
、

科学性和先进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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