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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structure design, content organiz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nd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self-learning reading book (Electrical part). Aiming at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hysical knowledge bas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reading book 
innovatively integrates online video resources and offline texts, and forms a systematic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resource by linking 
videos and virtual LABS through two-dimensional code. This book adopts the teaching mode of task-driven, video-assisted and 
extended reading, aiming at improving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of physical concep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includes learning task evaluation scale and after-class diagnostic consolidation exercise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elf-reflect 
and improv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use strategies of the reader, such as error finding and solution exploration, 
small teacher system, group cooperation, etc., in order to stimulate students’ potential and promote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resourc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ctual use effect, the reading book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promotes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concepts, changes the learning mode, and realizes 
th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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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自主学习读本的编制与使
用——以初中物理电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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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介绍了《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自主学习读本（电学部分）》的编制背景、结构设计、内容组织、评价体系
及使用策略。该读本针对初中生心理、生理特点及物理知识基础，创新性地融合了线上视频资源与线下文本，通过二维码
链接视频和虚拟实验室，形成了系统化、互动化的学习资源。读本采用任务驱动、视频辅助和扩展阅读的教学模式，旨在
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物理概念理解。评价体系包括学习任务评价量表和课后诊断巩固练习，鼓励学生自我反思与提
升。此外，论文还探讨了读本的使用策略，如找错与解法探索、小老师制度、小组合作等，旨在激发学生潜能，促进线上
线下资源无缝融合。通过实际使用效果分析，读本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了物理概念的深入理解与应用，
转变了学习方式，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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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自主学习作为关键育人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初

中生的心理、生理发展及物理知识基础，为他们通过自主学

习掌握初中物理内容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现有的线上、

线下教学资源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方面尚显不足，这促使我

们探索并编制了《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自主学习

读本（电学部分）》。

该读本创新性地融合了线上与线下资源，将视频资源

以二维码形式，虚拟实验以链接的方式嵌入线下文本，形成

了一套系统化、互动化的学习资源。这一设计旨在解决传

统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缺乏深度理解和真实体验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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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线上教学平台虽为学生提供

了广泛的知识获取途径，但学生往往停留在浅层次的“知道”

层面，缺乏深入理解和主动参与。而“空中课堂”等线上资源，

尽管内容丰富、安排合理，却难以替代真实的体验和问题解

决过程，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驱动。

另一方面，物理教科书作为线下自主学习的重要资源，

其模块化处理虽便于教师组织教学，但对学生而言却显得过

于零散和非连续，尤其是实验探究部分缺乏必要的引导、分

析和说明，难以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

因此，我们编制了《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

自主学习读本》。该读本不仅保留了教材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还通过嵌入视频资源、设计学习任务和扩展阅读等方式，增

强了学习内容的趣味性和挑战性。同时，读本中的自我评价

环节也为学生提供了反思和提升的机会，有助于他们逐步形

成自主学习能力。

综上所述，《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自主学

习读本》的编制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满足学生自主学习需

要的重要举措。我们相信，通过这一读本的推广使用，将有

效提升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为他们的终身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读本的结构与特色

教材，作为教育教学的基石，其科学性与系统性直接

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成效。而《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

合自主学习读本（电学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精心

构建了一个既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又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的自

主学习平台。

2.1�总体设计：精准定位，目标清晰
本读本明确以初三学生为目标群体，旨在依托学生已

有的学习基础，进一步提升其自主学习能力。通过科学合理

的章节划分与目标设定，读本不仅涵盖了初中电学的全部核

心内容，还通过章目录、知识结构、学习引导语等环节的精

心设计，为学生搭建了清晰的学习框架，确保学习过程的系

统性和连贯性。

2.2�内容组织：互动多元，寓教于乐
在内容组织上，读本采用了“任务驱动 + 视频辅助 + 扩

展阅读”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每一章节均设有明确的节引导

语和学习说明，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明确学习目标。通

过精心设计的任务，如实验探究、知识应用、问题解决等，

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了电学基础知识。

同时，关键节点嵌入的视频二维码和虚拟实验室链接，更是

为学生提供了直观、生动的学习体验，帮助他们跨越学习难点，

深入理解物理概念。此外，读本还设置了“扩展阅读”板块，

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挑战性。

2.3�评价体系：自我评价，反思提升
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我评价能力，读

本设计了详细的学习任务评价量表和课后诊断巩固练习。学

生可以通过自我评分和反思，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和进

步空间，从而不断调整学习策略，提升学习效果。这种以学

生为主体的评价方式，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还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看，《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自主学习读

本（电学部分）》以其独特的结构设计、丰富的教学资源和

科学的评价体系，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效、互动、自主的学

习平台。我们相信，通过这一读本的推广使用，将有效激发

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提升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

3�读本的使用与策略优化

《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自主学习读本》不

仅是一本知识的载体，更是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深度学习的

指南针。为了最大化地发挥其效用，我们需要精心规划其使

用策略，巧妙融合线上线下资源，为学生营造一个全面、高

效且富有互动性的学习环境。

3.1�创新策略，激发潜能
①找错与解法探索：利用初中生的好奇心与挑战欲，

我们设置了找错误和寻找不同解题方法的环节。这不仅能锻

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还能激发他们解决问题的热情，让学

习过程充满探索的乐趣。②小老师制度：根据知识金字塔理

论，教授他人是最高效的学习方式之一。在小组或班级中推

行“小老师”制度，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出来，不仅能加深他们的理解，还能满足其表现欲，形成积

极的学习氛围。③小组合作，共创佳绩：小组合作不仅能培

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还能在竞争与合作中激发他们的学

习动力。通过设立共同目标、分配具体任务，让学生在相互

支持与激励中共同进步。④任务导向，问题驱动：明确的任

务与问题是引导学生深入学习的关键。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

链和任务单，帮助学生构建元认知体系，反思学习过程，提

升自主学习能力。⑤自主管理，和谐互动：赋予学生更多的

学习自主权，让他们在选择学习内容、安排学习进度、参与

评价反馈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通过真诚的对话与交

流，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有力支持。

3.2�线上线下，无缝融合
①视频资源，直观呈现：将视频资源以二维码形式嵌

入读本，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对接。这些视频包括演示实验、

趣味实验、任务参照等，为学生提供直观的学习材料，促进

知识的吸收与理解。②虚拟实验，安全高效：利用虚拟实验

室资源，让学生在无风险的环境中模拟实验操作，验证自己

的设计思路。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实验成本，还提高了实验

的安全性，让学生敢于尝试、勇于创新。③学习论坛，交流

共享：设立在线论坛作为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学生提问、

分享见解、互相帮助。教师则在此基础上提供个性化指导，

利用在线协作工具促进团队合作，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

3.3�线下实践，深化理解
①亲身体验，加深印象：利用学校实验条件，为学生

提供必要的实验器材和材料，让他们亲自动手操作、观察现

象、记录数据。这种实践经历能够加深学生对物理原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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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提升他们的实验技能。②小组讨论，思想碰撞：定期组

织线下小组讨论会，围绕特定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在这个过

程中，鼓励学生提出创新观点、质疑现有结论、寻求更优解

法。这种思想碰撞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还能培

养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③个性化指导，优化学

习：教师根据学生线上线下的学习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建议和辅导。针对学生的学习难点和兴趣点，调整教学策略

和方法，帮助他们不断优化学习路径，实现自我超越。

4�读本的使用效果与深远影响

《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自主学习读本》自

投入使用以来，其显著的使用效果与深远的教育意义逐渐显

现，不仅有效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更为初中物

理教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1�自主学习能力的显著提升
通过访谈与反馈收集，我们欣喜地发现，学生们在使

用读本后，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基础较差的学生

表示，读本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清晰的学习路

径，使他们能够在遇到难题时通过反复观看视频、自主提问

与解答来深化理解。而基础较好的学生则称赞读本内容丰

富、任务具体，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升学习效率与深度。

4.2�物理概念的深入理解与应用
读本中的实验任务、视频资源及扩展阅读等环节，极

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索欲。学生们在完成任务的

过程中，不仅掌握了电学基础知识，更能够灵活运用这些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访谈中，学生们能够用物理语言规范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甚至能够通过设计实验来验证理论，这些都

充分证明了他们对物理概念的深入理解与掌握。

4.3�学习方式的转变与创新
读本的使用促进了学生学习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学生

们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成为了主动的探索者与建

构者。他们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规划学习内容、安排

学习进度、进行自我评价与反思。这种学习方式的转变不仅

提高了学习效率，更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

团队协作精神。

4.4�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
读本的成功应用还体现了教育资源优化整合的重要性。

通过将线上视频资源与线下文本资源有机融合，我们为学生

打造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平台。这种资源整合方式

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与内容，更提高了教学的灵活性与针对

性，有助于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标。

5�结语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如何有效地融合线上与

线下资源，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成为了当前教

育改革的重要课题。《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自主

学习读本（电学部分）》的编制与使用，正是对这一课题的

积极回应与实践探索。

通过深入剖析，我们不难看出，该读本在结构设计、

内容组织、评价体系及使用策略等方面均展现出了其独特的

创新性与实用性。它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一套系统化、互动

化的学习资源，还能够在教师的有效引导下，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实现从被动接受到

主动探索的学习方式转变。

尤为重要的是，读本的成功应用不仅限于学生个体的

成长与发展，更对整个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进

了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提高了教学的灵活性与针对性，为

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读本的使用

也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教学平台与工具，使得教师能够

更加精准地把握学生的学习需求与进展，从而提供更加个性

化、高效的教学指导。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教育理念的不断革

新，《初中物理线上、线下教与学融合自主学习读本》必将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推广与应用。我们坚信，这一读本将

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与价值，为更多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成长

之路点亮明灯，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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