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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打比方能使抽象的概念和规律变得具体、生动、形象,既活跃了课堂,也化解了难点,提高了课堂效率,

打比方也是培养学生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的一把利器.文章结合教学实际从理解概念、提示规律和化解

难点3个方面对打比方的运用做了阐述,并对打比方的注意点做了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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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比方,就是利用比喻的修辞手法 ,将不同事

物之间的相似之处作比较,以突出事物的性状特点,

增强说明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的一种说明方法.打比

方不等同于类比,应该说比类比的范围更加宽泛,内

容更加丰富.在物理教学中利用生活中的经验和素

材打比方,带领学生从生活走进物理,使抽象的概念

和规律变得具体、生动、形象,化解了难点.运用打比

方,使课堂生动幽默,富有情趣,活跃了课堂,提高了

课堂效率,做到生活与物理相长.同时,打比方有助

于培养学生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在教学

过程中如何运用好打比方,下面谈一谈自己的浅薄

认识,供大家参考.

1 理解概念时的打比方

1.1 认识磁场

磁场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磁场是一个比较抽象

的概念学生不易接受与理解,“场”却是物理学中很

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教学中的难点.
这里不妨用打比方的方法帮学生来认识“磁场”

这一特殊物质的存在.如图1所示,车与手没有接触

仍能被手拉着前进,是因为手与车之间有个中介物

体“绳”的存在.同样的道理,小磁针好比车,磁体好

比手,磁体与小磁针没有接触也发生了作用,中间必

然存在一个如同绳一样的中介物体,这个物体就是

磁场.爱因斯坦曾说过,磁场在物理学家看来正如他

坐的椅子一样确实存在.

图1 解释磁场存在

1.2 理解比热容

物理学中,将物体温度升高时吸收的热量与它

质量和升高温度的乘积之比,叫做比热容,公式为

C= Q
m·Δt

式中,C为比热容,Q 为物体温度升高时所吸收的热

量,m 为物体的质量,Δt为升高的温度.
学生运用此式或变形进行一些机械的计算是没

有问题的,但会在一些基本问题处理上出问题,如,

质量相等的铜和铝(铝的比热容大于铜)吸收相同

的热量时,谁升高的温度少? 对于初次学习的学生

来说回答多数是错误的,教师在纠正并进行解释时

学生满腹狐疑,问题在哪儿? 问题在于学生对比热

容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这里来打个比方,如图2所示,往底面积不同而

高度相同的两容器中注水,注入相同质量的水后,哪

个容器水位升高得低? 显然底面积大的容器“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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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大,即“比水容”大,那么注入相同质量的水后,

“比水容”大的容器升高的水位就低.同样的道理,

铝的比热容大即容热本领就大(好比底面积大的容

器,容水本领大),吸收相同的热量(好比注入相同质

量的水),升高的温度就少(好比“比水容”大的容器

升高的水位低).

图2 解释比热容

2 揭示规律时的打比方

2.1 光的折射现象

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传播方向

为什么会发生偏折呢? 其原因与光在不同的透明介

质中的传播速度有关,对于这个回答学生是很难接

受的.
如图3(a)所示,直线AB 是光滑木板与棉布的

分界线(木板与棉布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然后使一

个小线轴沿着PO 方向匀速滚动,当线轴的甲轮刚

接触到棉布时,其受到的阻力变大,速度的大小将变

小,而乙轮的速度不变,当甲乙两轮的速度大小不同

时线轴将向速度慢的一侧转弯,因此可以看到,线轴

在棉布上滚动的方向发生了改变.生活中如果小汽

车由平整的路面驶入阻力更大的沙地时,如图3(b)

所示,如果不打方向盘汽车会“跑偏”就是这个原

因.同样的道理,如图3(c)所示,一束光(好比一列

长车)从空气斜射入玻璃中时(从水泥地驶向沙地)

由于在两种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其传播方向发

生了改变.

图3 解释光的折射

2.2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

学生面对教材中有关分子间作用力的表述是很

难准确理解的.不妨打个比方,把相邻的两个分子比

作两个小球它们之间连接着一个弹簧,如图4(a)所

示,弹簧处于原长弹簧不表现为斥力也不表现为引

力,此时就好比两个分子处于平衡位置;如图4(b)

所示,当两个小球被挤压小球就会受到弹簧的排斥

力,此时好比两分子的距离小于平衡位置分子间表

现为相互的斥力;反之,分子间会表现为吸引力如图

4(c)所示.这样学生对分子间的作用力就有了形象

的认识,对“固体有一定的体积和形状很难被压缩或

拉伸”的理解就不难了.此外,被压缩或拉长的弹簧

存在着势能,这也能帮助学生认识到分子间也存在

着类似的能量,叫分子势能,更全面地认识内能.

图4 解释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

3 化解难点时的打比方

3.1 电压表串联在电路中的示数问题

教学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图5(a)所示如果

R1 断路了,两表的情况将怎样?

图5 解释电压表串联在电路中的示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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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生会认为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都为

零,其实电压表的示数并不为零,对于这个结果学生

是很难接受的,很多教师苦于没有更好的方法解释,

干脆让学生们做为一个结论记住.我们不妨引导学

生这样思考:电阻R1 断路了,那么电阻R1 就可以用

一个“断路”来替,如图5(b)所示;而“断路”又可以

看做一个无穷大的电阻R∞,如图5(c)所示;串联电

流相等,R∞ ≫R1,根据欧姆定律,则R1 两端的电压

就远大于R2 两端的电压而趋近于电源电压,电压表

示数不为零.

如果将图5(a)中的电压表与电流表的位置互

换,两表的情况又怎样? 学生会认为两表的示数都

为零,显然又出现了问题,怎样化解这个难点? 其

实,两表互换位置后,R1 被短路(可以将其擦去),此

时电流表与电压表串联在电路中,再交换电流表与

电压表的位置(不会影响电路),则如图5(d)所示,

此图与图5(b)是等效的,我们会发现将电压表串联

在电路中,好比电压表与一个无穷大的电阻并联,其

示数不为零,约为电源电压.

3.2 等效替代法测电阻的理解

利用等效替代法测电阻对学生来说是一个难

点,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先将“谁”接入电路;二是

将待测电阻接入电路后,又应该调节“谁”.如图6是

等效替代法测电阻的电路图,运用打比方能有效地

化解难点.

图6 等效替代法测电阻电路图

如图7,把整个测电阻的过程比作“曹冲称象”:

待测电阻Rx 比作“大象”;电阻箱R 比作“石头”;电

流表比作船舷上水位的“记号”;其他电路中不变的

部分比作“船”.操作过程是:先将大象牵到船上(即

先将Rx 接入电路,开关与a点相连);在船舷的水位

处做上记号(即读出电流表示数为I);将大象牵下

船,往船中加石头(将开关与b点相连,调节电阻箱

R,R0 是不能调的,它属于船的部分);当水位再次涨

到记号处,停止加石头(当电流表的示数仍为I时,

停止调节电阻箱);称出船上石头的总重力就是大象

的重量(读出此时电阻箱的阻值即为待测电阻的阻

值).

(a)           (b)

(c)           (d)

图7 将测电阻的过程比作“曹冲称象”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打比方是一把利器,但同

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打比方我们面对的是学生,选用

的素材要有针对性,适合初中学生这个群体,能引起

学生的共鸣;打比方不能生搬硬套,哗众取宠,甚至

犯科学性的错误,这是最不可取的,宁缺勿烂;教师

要做个有心人,大胆实践,到生活中去发现去挖掘素

材,不断的反思与总结,持之以恒,才会有收获;众所

周知,教学是个互动的过程,不是教师一个人的精彩

表演,应引导学生学去打比方,将所学的知识灵活运

用,进行迁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去培养学生的能

力和创新精神,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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