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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力的分解”一节为例,阐述了如何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动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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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是一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

学.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这样评价中美两国

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基础知识丰富、

扎实,且善于考试.但他们却普遍存在动手能力差,

不善于提出问题等缺陷.”究其原因也许就是在其

学生时代,尤其是中学时代听得多,看得多,说得多,

动手太少,手下的实践太少,独立操作能力太差.而

实践动手恰恰是学习物理的最好的老师,加强学生

的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是我们物理教育工

作者肩负的使命,本文仅从高一物理“力的分解”一

节课堂教学的实践为例谈谈对学生动手能力训练的

引导和培养.

1 承上启下 动手画图

本节前学生刚刚学完力的合成运算,对力的平

行四边形定则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新课引入即以

让学生动手画二力合成图开始.
(1)动手感受二力合成的唯一性.即二分力F1,

F2 及二者间的夹角θ确定时,其合力F 的大小和方

向是唯一的,如图1所示.

图1

(2)动手感受力的分解多样性.即大小和方向

都确定的合力F 分解为F1,F2 两个分力,其结果的

多样性,如图2所示.

图2

让画图的结果说话,通过学生动手画图的过程,

感受学习物理的方法及会学物理之关键.
(3)动手感悟新课内容

根据动手所画的图2结果,教师只需引导学生

提出继续需要共同探究的问题:一个力可以产生几

种不同的作用效果,即力的分解具有多样性,那么怎

样对力进行分解?

通过这样的学生动手过程,既巩固了上节课所

学,又发现了事物中许多未知的秘密,同时调动了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也给学生渗透力的分解的知识内

涵,把课堂的探索过程落在了实处,使学生从新课的

引入就开始动手、动脑,而不再是只听老师讲解或看

老师画图.

2 设计实验 动手实验

怎样对某个力进行分解,对学生而言其实非常

抽象,绝大部分学生开始很难理解,这时实验就变得

非常有刺激性意味,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可以达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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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的效果.

实验感悟(定性):请两个学生上讲台做实验(如

图3),下蹲的同学谈站立同学对他的拉力产生的实

际效果.

图3

重新实验(定量):让一位同学甲蹲在体重计上,

一位同学乙用脚顶住体重计同时斜向上拉甲,观察、

读取 体 重 计 示 数,并 告 知 全 班 学 生 结 果[如 图

4(a)];乙同学再将顶住体重计的脚移开,观察甲的

运动状态的变化[如图4(b)].

图4

情境体验1:多媒体展示拖拉机耕地的动画(图

5).引导学生体会拖拉机对耙的来力F 同时产生了

两个效果,一是使耙克服水平阻力前进,二是把耙上

提.

图5

情境体验2:学生联系实际生活,举例说明与上

面情境相似的实例,比如图6等.

图6

在举例、比较、讨论的过程中,学生课堂参与的

积极性剧增,情绪高涨,潜意识里开始思考力的真实

的作用效果,为顺利实现力的分解做好准备.
通过以上的过程,学生在动手实验感悟、动手画

图比较、情境体验讨论中,体会把一个力按照它的实

际效果进行分解其结果是唯一的.师生共同归纳模

型(如图7).

图7

情境体验3:再举例(如图8),体会重力的分解.

图8

3 动手训练 巩固方法

(1)学生训练:如图9等.(讨论分析重力产生的

效果,画出重力的分解示意图)

图9

(2)学生分小组讨论、画图分析

讨论1:把一个已知力进行分解,已知两分力方

向,求两个分力大小是否有唯一解?
(下转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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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内容简单的课程适当拓展,呈现了一节内容丰

满的、精彩生动的一节课.

3.2 物理科学方法渗透意识强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重视实验

过程的同时实验中包含的物理科学方法也同样需要

在教学中给予足够重视,近几年各地的中考试题中,

物理学研究方法的考查曾多次出现,这需要教师自

身在教学实践中提炼归纳相关物理科学方法.本节

教学中,难能可贵的是执教者适时渗透物理科学方

法教学,例如前文提到的关于自动门是主动发射红

外线还是被动反射红外线的检验方法的讨论.

3.3 实验设计水平高

本节课中,执教者不仅通过视频资料展示赫歇

尔发现红外线的热效应,还自己花心思设计并成功

演示了该实验.实验中使用的光源是碘钨灯,温度计

则是灵敏度极高的热辐射传感器,传感器置于红光

外侧时温度升高2~3℃,实验现象明显,取得较好

的课堂教学效果.
如此精彩的一节课,无论是对本班的学生,还是

观摩教学的教师,都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听了本节公

开课之后,笔者总体感觉,本节课除了以上优点外,

还是一节有吸引力、教师教态自然、师生配合默契、

呈现多种教学方式(PPT中给出图片,直观告诉我

们实验如何操作,避免了实验交待的繁琐)的一节

课;实验与游戏相结合、激发学生兴趣、学生经过很

长时间都难忘的一节课;有收获的一节课,收获了如

何鉴别假钞,收获了健康;也收获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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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2:把一个已知力进行分解,已知一个分力

的大小和方向,求另一分力的大小和方向是否有唯

一解?

讨论3:把一个已知力进行分解,已知一个分力

的大小和另一个分力的方向,其两个分力是否有唯

一解?

通过这样的引导,激发学生思维,体现小组合作

的力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

4 联系生活 动手应用

指导学生分析拱桥设计物理原理(图10),再次

强化物理与生活紧密联系,增强学生学习物理的兴

趣.

图10

引导学生取石拱桥上面的石块A 进行分析,画
出A 重力的分解示意图(图11),还可以画出拱桥上

面人的重力压在A上对A施加向下压力的作用效果

图(图11).由于A 是楔形不能向下移动,只能挤压

相邻的B 和C.

图11

本节课学生在平行四边形定则约束下,无论是

力的合成或分解的作图,还是亲身参与课堂实验的

过程,或是实际应用举例的分析,环环相扣,步步提

升,教师始终处于积极的引导和指点,使每个学生都

能自始至终地保持强烈的动手欲望和兴趣,养成大

胆动手的好习惯,提高学生动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
高中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时无刻不需要我们

高中物理教师的设计、指导和关怀,在本节课中,虽
然学生动手的起点相对比较低,但毕竟动起来了,所
以我们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思索,

转变观念,注意学习和收集各方面与培养学生动手

能力有关的信息与技术,课堂教学要有前瞻性,为培

养学生动手能力提供较好的平台,让学生把课堂变

成自主学习的优良阵地,动手发现,动手设计,动手

创造,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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