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进课堂 难点巧突破
——— 以台球运动为例

胡晓强
(平湖中学  浙江 嘉兴  314200)

              (收稿日期:2016 09 21)

摘 要:以学生感兴趣的热点———台球运动为例,通过在课堂上精心设计与台球运动相关的系列物理情景,引

发学生深入的思考与实践,从而促进学生对于重点核心知识与技能的突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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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丁俊晖等一大批中国优秀斯诺克

台球选手的涌现,国人对于台球运动的热情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广大青少年也对台球运动乐此不疲.
在此背景下,作为物理教师,若能将青少年学生喜爱

的台球运动巧妙地与平时的物理教学相结合,将学

生的兴趣点融进课堂,这样定能引发学生共鸣,从而

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下面以台球运动为例,破解物理课程中力学的

几个难点.

1 摩擦力重点概念的突破

高中生在刚接触摩擦力时,对于“弹力”、“静摩

擦力”、“最大静摩擦力”、“滑动摩擦力”、“动摩擦因

数”等概念难以有一个具体感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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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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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toprovetwo models,harmonicoscillatorearthandhollowsphere,insteadofconventionaldifferential

equation.Thismethod,Ihope,canprovideteachersanewwaytoproveforstudents.

Keywords:APteaching;gravitationalfield;hollowsphere;Gauss′sLaw

—93—

2017年第3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可以设置以下台球相关情景让学生在讨论思考中深

化理解.
情景1:如图1所示,在斯诺克比赛中,运动员会

选择 粗 糙 的 球 杆 皮 头,并 在 击 球 时 擦 上“巧 克

粉”(Chalk)以防止“滑杆”,就物理角度而言,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  )

A.增大球杆皮头与台球之间的弹力

B.增大球杆皮头与台球之间的摩擦力

C.增大球杆皮头与台球之间的动摩擦因数

D.增大球杆皮头与台球之间的最大静摩擦力

此题选项C正确,请看接下来的解析.

图1 在球杆皮头擦“巧克粉”

解析:击球时,为了防止“滑杆”,运动员会用锉

刀将球杆皮头锉粗糙,并在每次击球前在皮头上擦

“巧克粉”(Chalk),以增大皮头与台球之间的摩擦因

数,从而增大两者之间的最大静摩擦力,使运动员在

各种极限杆法击球时也能运用自如,确保不打滑,提
高击球及走位的准确率.

球杆皮头是台球中最基本的器材元件,学生容

易入手且有驾驭感,而题目本身考查的却是必修

1“摩擦力”中的重点概念,高一新生普遍晦涩难懂,

可谓“貌易实难”! 但因为是学生熟悉和感兴趣的台

球运动情景,有亲切感,容易产生共鸣,学生会自发

的进行深入思考与讨论,说不定有机会还会观察摆

弄球杆皮头一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这样无形中能使学生深入突破“静摩擦

力”、“最大静摩擦力”、“动摩擦因数”等易混淆概念

的理解.

2 曲面弹力方向的深入理解

高中生在进行“弹力”学习时,对于“弹力的方

向垂直于接触面”这个规律没有直观感受,尤其对

于接触面为曲面的情况更加难以理解,此时可巧妙

地利用台球之间的撞击力即为曲面弹力的特点,进
行深入突破.

情景2:斯诺克台球作为一项绅士运动,已有

500多年的历史,我国运动员丁俊晖在2016年斯诺

克锦标赛上,一路过关斩将,取得了世锦赛亚军的好

成绩,创造了中国乃至亚洲运动员在此项赛事上的

记录.
图2为丁俊晖在某局比赛中的场景,A 与B 两

球形成贴球,两球心连线恰经过袋口中心,则当丁俊

晖从不同角度击打目标球B 时,能确保A 球入袋的

有(  )

A.线路 ①    B.线路 ②   
C.线路 ③   D.以上均可以

图2 丁俊晖比赛场景

解析:因为贴球,A 与B 两球必相切于接触点,

故不管母球从哪条线路击打B 球,B 球对A 球的弹

力方向必垂直于切线而沿连心线方向,都能确保击

球成功使A 球入袋,故选项D正确.
此规律在专业台球术语中称为“自然角”,实际

比赛时,运动员无论从哪个角度击打B球,A球必能

入袋.若有学生对此半信半疑,在课后实际去摆弄击

打一番,定能领略其中神奇奥妙,同时也对“弹力方

向垂直与接触面垂直”的物理原理掌握得透彻入底

——— 这远比单纯理论灌输结论高明成千上万倍!

而且,现代心理学对认识与情感的研究结果表

明,情感因素与理性认识行为是协调联系的,情感可

以激发和促进心智良性发展.题干中传达的丁俊晖

在台球运动方面取得的成就还能一定程度增强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课堂上的爱国热情,并促使

他们自己不断主动渴求积累知识,进而内化为改造

自然、改造世界、为祖国争光添彩的巨大动力,这样

一来,学生的课堂效率能不高吗?

3 空间思维能力的培养

空间思维能力在整个高中物理学习中有着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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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在后续电场线、磁感线、带电粒子在复

合场中的运动等的学习中,同样需要学生有较强的

空间思维能力,而高一新生由于大脑生理结构尚未

完全发育成熟,此方面的能力需要后天的训练和强

化.
情景3:在台球比赛中,运动员击打台球母球

时,不同的击球点会出现不同的效果.例如球杆击打

母球中心点后,母球会以平动的方式向前运动,与目

标球发生正碰后,会立即停止运动,术语上称为“定
杆”;则当球杆击打母球中心点下方后,与目标球发

生正碰后,母球会怎样运动? 击打母球中心点上方

呢?

解析:球杆击打母球中心点下方后,母球会边向

前平动边向后旋转的方式向前运动(图3),与目标

球正碰后,由碰撞知识可得,母球不再向前平动,但
由于母球的旋转,会对球桌台尼产生一个向前的摩

擦力f1,同时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台尼会对母

球有一个向后的摩擦力f2,这样,母球会向后滚动,

专业术语上称为“低杆”;同理,击打母球中心点上方

时,母球会向前滚动,术语上称为“高杆”.

图3 母球运动及受力示意

应该来说,此物理情景比较抽象,题目对学生的

物理建模能力的考查要求很高,而且需要学生具备

一定的空间思维能力.但对于台球爱好者,脑海中会

浮现具体的台球运动场景帮助其理解题意和解答题

目,甚至会在以后进行台球运动时,进行“定杆”、“低

杆”、“高杆”等练习,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 这才是物理教学的真正初衷!

而且,为了进一步检验学生的理解程度,还可以

辅以下面的习题:

拓展应用:在台球比赛中,运动员击打台球母球

时,不同的击球点会出现不同的效果.运动员使用

“右塞”杆法(击打母球中心点右方)击打母球后,母

球会出现旋转的效果,则在图4中,用“右塞”杆法击

打后的母球在撞击球桌库边后,会沿哪个轨迹运动

(  )

A.甲      B.乙

C.丙      D.都有可能

图4 击打母球不同位置

解析:母球在平动往前撞击库边时,根据反射角

与入射角的等效关系可知,母球将沿轨迹甲运动,但
又因为母球同步又在旋转,在弹性库边接触时,会对

库边有一个向左的摩擦力f1(图5),同时根据牛顿

第三定律,库边同步对母球有一个向右摩擦力f2,
故台球运行轨迹将向右偏移,总体按轨迹丙运动.

对于如此“高深”的物理原理,竟然在现实中会

有如此有趣而奇妙的击球效果,强烈的好奇心定会

促使学生深入思考其中奥妙,从而锻炼了自己的空

间思维能力,也突破了摩擦力和牛顿第三定律的知

识,可谓一举多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些将信

将疑的同学课余可能还会去击打一番,在实践中进

一步理解台球的实际运动情况,体味个中原理,真正

做到“在玩中学习,在学习中玩”!

图5 母球与库边接触

4 结束语

在物理新课教学时,若能以学生感兴趣的台球

运动等热点为背景,将力学中的重点难点知识渗入

其中,则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对于核心基础

知识的掌握和疑难问题的突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

教学尝试,值得在新课程改革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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