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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课堂教学的大学物理属性素材库设计!

侯建平( ! ! 罗春荣! ! 郑建邦! ! 周王民! ! 李恩普
（西北工业大学理学院应用物理系! 西安! )’%%)$）

摘! 要! ! 借助于计算机编程语言的面向对象属性概念提出了一种面向课堂教学的大学物理知识点属性素材库

设计* 利用这种素材库能够克服当前素材库使用中表现出的某些不足，使任课教师在保留自己原有上课风格的基

础上能够灵活使用各类素材，使课堂更加生动，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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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计算机辅助多媒体

教学逐渐成为广泛普及的现代化教学手段* 各高校

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多方面的教学研究［’—"］* 近年

来，西北工业大学应用物理系利用 $’’ 工程建设等

的投入，建设了大学物理多媒体教室，同时购买引进

了十多套教学课件和电子教案，多媒体教学手段在

该系得到广泛应用，大部分教师都编写了具有自己

风格的多媒体电子教案* 作为多媒体教学的进一步

延伸，该系又开展了大学物理数字化联班教学设计

及试点，并进行了网络化大学物理教学体系的建

设［#，&］* 在我们使用所购素材课件开展多媒体教学

的实践过程中，发现现有素材尚存在一些不足，例

如：课件文件太大，启动时间很长，浪费课堂学时；课

件内容层次太多，为了展现一个知识点要进很多层

选择目录，操作上很不方便，影响课堂教学效果；课

件资源组织方式依赖于某种特定教材，不能普遍适

用*
课堂教学是一个个性化很强的教学环节，上课

教师只有根据自己的教学思想、思路才能很好地驾

驭课堂内容，在课堂上充满激情、充满自信，从而在

课堂上感染学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基于上述认

识，本文认为素材文件，特别是多媒体素材应该建设

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文件单元，教师只在有需要展

示相关内容时才将它很快地调出来，为课堂适当添

加新元素，调节课堂节奏，活跃课堂气氛* 同时，素材

库的内容上应该尽可能全面，这样上课教师才能在

他们觉得应该使用教学素材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有较

大选择余地地找到相应的合适素材* 目前的各种教

学资源库，素材库的建设力度确实比较大，但总的存

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是建设数量不够，由于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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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系统的规划，因此建设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知识

点上面没有资源；第二就是制作的素材偏离了课堂

应用的实际，过全过大，不适合于课堂教学；第三是

重复建设，同一个题材对象，各家都做，制作的方向

和角度一样，做出来的素材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

都差不多，造成很大的资金和人力的浪费! 为了克服

上述问题，本文借用计算机编程语言的面向对象概

念，提出大学物理素材库建设的一种新思路：面向知

识点的属性素材库建设!

"# 面向知识点的属性素材库设计

该素材库的具体建设方式是：先根据培养目标

和教学大纲列出大学物理的全部知识点目录，这些

知识点除了具体章节内的具体知识点以外，也将篇

章的综合内容作为知识点一并考虑，以加强篇章内

部和篇章之间的联系! 确定了知识点目录后，针对每

一个具体知识点，再根据其自身特点确定出它所拥

有的全部属性的名称! 在确定了这些知识点及其属

性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每一个属性点的特点确定采

用什么样的素材来展示该知识点，比如使用一段文

字？一个公式？一个框图？一条曲线？一幅画？一

幅照片？一个动画？还是一个演示实验？一个计算

机仿真计算演示？一段实际生活或工程应用的录

像？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制作多个素材!
建设这样的素材库有这几方面的优点：（$）素

材内容单一，可以将素材文件做得很小，因此在课堂

上使用时调用速度快，不会浪费教学时间，也不影响

课堂教学的连贯性!（"）素材建设有一个规范目录，

可以将素材建设得比较全面，而且当有新的需要时，

也可以依据以前的思路进行补充!（%）素材库可以

对学生开放，他们可以在课后选择浏览其他素材内

容，帮助他们对课堂内容进一步加深理解!
针对大学物理的教学实际，本文对素材库设计

进行了如下的初步考虑：

$! 篇的属性：（$）适合用文本素材的属性：篇内

的主要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框图；篇内内

容提要，篇内学科发展中的典型物理方法；篇内公式

目录；（"）适合用多媒体素材的属性：该篇内容的简

要发展历史背景；重要的典型生活、工程、科学实际

应用例子!
"! 章的属性：（$）适合用文本素材的属性：本章

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框图；本章重点；本章难点；内容

提要（用于复习课堂）；课堂测试（ 几个填空或选择

题）；该章的知识点特点及其与其他相关章节之间

的联系与比较；本章所涉及的物理方法及其特点；

（"）适合用多媒体素材的属性：章内内容的简单发

展史；与该章内容相关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简况；典

型应用实例!
%! 概念的属性：（$）适合用文本素材的属性：概

念建立的简单历史背景；概念的严格定义、物理符

号、物理含义、量纲、单位；与关联概念的比较；概念

的引伸及借用；相关思考题和典型例题；（"）适合用

多媒体素材的属性：概念定义的图线图片说明；概念

物理意义的动画展示；计算机仿真模拟计算；在生活

中的实际应用；在工程中的实际应用；在其他科学研

究领域的应用；演示实验!
&! 定理定律的属性：（$）适合用文本素材的属

性：简单的历史背景，涉及的物理研究方法（ 比如可

以推广到其他或者是其自身是由其他定理定律推广

类比而来）；涉及的物理量；定理定律成立的条件；

定理定律公式的数学表达式；定理定律公式的物理

意义；相关思考题和典型例题；（"）适合用多媒体素

材的属性：定理定律物理意义的动画展示；计算机仿

真计算；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在工程中的实际应

用；在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演示实验!

%# 素材库的建设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 "# 素材库制作的方法步骤

素材库的建设应该分三个基本步骤：建立完整

的知识点目录；确定每个知识点的具体属性；针对每

个属性制作相应素材! 素材的具体建设上有三条基

本途径：

（$）原创性设计! 这里，设计思路很重要，必须

遵循后面谈到的几项注意事项!
（"）素材制作也要讲究继承性，对于目前现有

的课件素材，对其中好的素材我们可以直接收集整

理过来! 从而可以避免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 应注

意取得合法版权许可）!
（%）对于现有素材不宜直接使用，但在某方面

又有其独特优点的我们可以加以修改整理，即将创

新与继承结合起来创建素材!

!! $# 素材文件的尺寸压缩

素材文件的压缩处理，由于课堂时间很有限，因

此我们希望尽可能将文件尺寸处理得小一些，可以

打开得快一些! 处理的主要步骤和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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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冗余部分( 为了制作上的方便或其他

原因，制作者常常会在素材制作中带入一些多余的

东西，比如给图线、图片留上较多的空白边缘，这些

边缘去掉后可以明显减小文件尺寸；有的素材在图

片的旁边额外增加较多的文字说明；在动画中添加

配音等( 其实课堂上应当以教师的讲授为主体，而不

是让学生自己去阅读屏幕，或听标准的播音员讲解(
因此素材中完全可以删去这些内容，使文件的尺寸

更小一些(
（$）使用较低的分辨率( 很多图片类素材是为

了出版而制作的，它们的分辨率很高，因此文件也很

大，但是由于课堂上采用屏幕投影，因此只需要满足

屏幕分辨率即可( 将素材压缩到屏幕分辨率通常可

以显著地减小文件大小( 对于声音等文件，由于仅用

于教学目的，因此也可以使用较低的采样频率，减小

文件(
（"）选用合适的文件格式( 不同的文件格式，其

尺寸大小也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应尽可能采用文件

小的格式，比如对于图像类文件可以考虑 )*+, 图

像格式 而 不 是 -.* 或 者 /011；对 于 动 画 则 采 用

12345 或 ,01，而不是用 "6.37 一类的大型动画；

声音文件可以采用 .*" 或者是 8.3 格式而不是采

用 839；演示实验录像以及历史影片或科普影片片

段等可以压缩成 :; 格式或 8.3 格式等(

!( !" 素材的选择和制作上需注意的问题

（’）多媒体素材的内容形式不可牵强附会，以

免偏离教学的主要目标( 多媒体素材的表现形式虽

然丰富多样，但其应用的目的是服务于教学，因而不

能喧宾夺主，画蛇添足，冲淡教学主题( 比如有的内

容，只要用计算机的平面动画演示，就可让学生弄清

楚来龙去脉，则没有必要再去制作三维动画(
（$）以大学生为教学对象的教学过程不能纯粹

是一种“讲”与“听”的单向活动过程( 在课堂上还需

要有“问”和“思”的过程，因此素材应做得富有启发

性，而不必费尽心思地要将一切都一览无遗地全部

交代，要给学生留下一些思考空间，让学生自由思

维，使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互动，使学生在自由的思

维活动中，掌握思维方法，提高思考兴趣，增强创新

能力(
（"）课件的科学性要与教育性、艺术性有机统

一( 我们讲授的毕竟是基础科学知识，因此素材中的

内容必须保证正确严谨，形式上要重在展示物理内

涵；另一方面素材在课堂教学中化复杂抽象为简单

形象的同时，也起到一个调节课堂节奏，活跃课堂气

氛的作用，因此也需要一定的艺术性，考虑它的可接

受性，否则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
（#）充分调动全体教师甚至学生的参与热情(

毕竟素材的使用者和接受者是教师和学生，他们最

能确定什么是更合适、更好的素材( 因此应在尽可能

大的范围内让教师和学生都参与到确定知识点及其

属性，设计制作素材，对已有素材进行评价、改进的

各个环节中来，使整个素材库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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