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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楞次定律”是高中物理的难点之一,主要体现

在规律的表述很隐蔽.通过何种教学手段,采用什么

样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深刻地理解该规律的内

涵,是我们一线教师都在思考的问题.笔者就此问题

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并阅读了大量的教学案例及教

学实录,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教

材都是采用了实验探究式教学,而近期大量的课堂

实录则是采用“环形电流等效小磁铁”的等效法.以
下就是两种教学方法的大致教学过程.
1.1 人教版与教科版教材中的教学过程

教科书的编写是以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为

纽带,通过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 分析问题 ➝ 解决

问题等步骤,意在突出探究,培养学生发现规律的能

力.具体的教学流程为:
(1)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利用条形磁铁在线圈中运动的实验,学生会发

现磁铁插入与拔出线圈的过程中电流计的指针偏转

方向是不同的.提出问题:你能找出其中的奥秘么?
(2)提出猜想,设计方案

表1 实验方案

    组别

项目   
N极插入 N极拔出 S极插入 S极拔出

原磁场方向 向下 向下 向上 向上

磁通量变化 增加 减小 增加 减小

指针偏转方向 向左 向右 向右 向左

感应电流

方向(俯视)

Bx 方向 向上 向下 向下 向上

B1,B2 方向关系 相反 相同 相反 相同

结论 增反减同

  学生猜想,影响电流方向的可能因素有:磁场

方向,插拔磁铁的动作有关,并根据猜想设计实验方

案,设计表格(表1).
(3)探究实验现象,总结实验规律

1.2 许多一线教师所采用的教学过程

(1)情境引入

图1

教师提问:如图1所示,试判断磁体与环形电流

之间的作用力,并分析圆环的运动情况.
引导学生,把环形电流等效成小磁针.
(2)类比实验

图2

实验如图2所示,根据实验现象填写表格(表

2),寻找规律.
表2 实验现象及规律

实验操作
实验

现象

感应电流磁场方向

与原磁场方向关系

磁通量

变化

N极
插入 排斥 相反 增加

拔出 吸引 相同 减小

S极
插入 排斥 相反 增加

拔出 吸引 相同 减小

实验结论 来拒去留 增反减同

  (3)分组验证,得出结论

2 两种教学方式的对比

2.1 教学的目标

通过对比,两者的教学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希望

学生能够掌握楞次定律这个知识点,并能简单地运

用.但明显的区别在于两者的方向不同,教材中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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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计更加注重过程,注重对知识的推演,强调了科

学研究的一般性过程.而第二种教学过程更加注重

的是学生的接受能力,强化了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并侧重于运用.
2.2 教学的重难点及突破

教学重点是依据教学目标,在对教材进行科学

分析的基础上而确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教学内容,
一般是一门学科所阐述的最重要的原理、规律,是学

科思想或学科特色的集中体现.
不难发现,教材提供的教学重点在于探究的过

程,其更加重视知识的来源,而第二种教学则侧重于

验证,验证的过程其实是伪探究,其过程中实际上是

对楞次定律的运用,强化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本节课的难点在哪里? 笔者分别运用两种教学

过程进行了授课,得到的结果和预想的一样,那就是

为什么要引入感应磁场,如何理解“阻碍”.课堂的目

的是为了探寻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在探究的

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想到可能与磁通量的变化有关,
但做完实验之后,我们会发现很难找出两者的关系,
感应磁场的引入只是一个媒介,恰恰是这个媒介的

引入,很完美地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所谓“山
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认知的冲突更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理解“阻碍”的真正内

涵,构建“楞次定律”概念.如果教师能够处理好这

个关键点,这将是本节课中最大的亮点,会给学生留

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第二种教学过程首先就引入了感应磁场,直

接跳过了思维上的障碍,实现了所谓的改进,使课堂

更加“有序了”“顺畅了”,殊不知这样的教学恰恰忽

略了探究之美.
2.3 教学的模式

教学模式可以定义为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

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

架和活动程序.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教材所通过的教法其实是

一节探究课,其强调了学生为主体,实验的设计、操
作、评估、结论,应由学生自己探究得出,教师只需要

引导,通过亲身体验获得知识会印象更加深刻,也能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而第二种教学的前期的确是一段探究,由于明

确了探究两场的关系,实现了从直观到推演,从现象

到推演.但从本质上来讲,更像是验证,其恰恰扼杀

了学生的那些奇思妙想.

3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教学建议

(1)情境引入切忌花哨,注意知识的连贯性

“楞次定律”的教学内容是建立在“探究电磁感

应的产生条件”的基础上,虽然教材中的实验在前

面的教学中已经做过了,但考虑到实验的出发点不

同,完全可以快速地演示一下,让学生体会到,不同

的操作导致感应电流的方向不同,从而进入本节课

的内容,这样做的好处有: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课堂

显示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很自然地导出本节课

的目的.而很多实验,比如跳环、旋转的线圈等,的确

很有趣,但会显得很突然.
(2)课堂的容量切忌太多

“楞次定律”的内容比较多,许多教参上建议是

三课时,第一节课的教学重点应该是概念的引入及

建立,而不是深刻的理解及运用.事实上,在学生探

究的过程中他们弄明白了两场的关系,学会了寻找

关系,其实也就是学习了如何运用楞次定律,而这些

在传统的验证课堂中需要用大量时间讲授和练习,
课堂的容量并没有减少太多.

(3)课堂中一定要有“求真”“求实”的教学过程

“楞次定律”有两难,一是涉及因素多,而是规

律比较隐蔽.在课堂中教师要首先明确如何判断电

流的方向,并做好演示;要引导学生设计方案,建立

图表(先不要有感应磁场,等学生无法寻找规律之后

再引入),完成实验,寻找规律.千万不要提前把相关

结果直接演示,要明确探究的目的是体验探究过程,
而不是追求结果.

综上,日常教学中教师需要对教材进行二次开

发,依据学生的特点,重构教材资源,提高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但无论进行怎样的开发,我们始终要遵循

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切忌越俎代庖,同时也要尽量

地采用“历史探究”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对科学本

质的理解,感受在探究知识时遇到的困难,加深对物

理学中人文内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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