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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物理习题课,一般都是针对某一知识点或某一方法的讲解和训练.学生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在这

个知识点或方法上虽然有所提高,但是物理的整体解题能力提高有限.通过对学生解决物理问题所需技能的分析,

如阅读能力、画图分析、物理建模、书面表达等,提出了有计划地对这些能力进行专项技能训练的方法,从而有效地

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提高习题课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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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理习题课的现状分析

在物理习题课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都会遇

到一个难题:学生觉得听老师讲解很简单,但是轮到

自己做的时候却经常无从下手.在看篮球比赛的时

候,笔者受到一些启发: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在
训练时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水平,除了正规的比赛,还
要参加如体能、球性等一系列的单项训练.我们解物

理题其实也一样,传统的习题课上都是分析整个题

目,就像球员打真实比赛一样.笔者想到,物理习题

课可以采用统筹全局、各个击破的策略.统筹全局指

从全局上分析学生解决一个物理问题需要哪些能

力;各个击破指根据学生解题所需要的能力,有目

的、有计划地进行一些专项训练,让学生更快地突破

某些专项能力,从而提高学生解题能力.

2 解物理题需要具备的能力以及训练方法

笔者通过认真分析近几年的高考题和平时物理

习题的特点,认为学生要成功地解决一个物理问题,
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能力:阅读能力、画图分析、物理

建模、书面表达等.
下面针对这4个能力,就如何在平时教学中有

目的地进行单独训练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2.1 阅读能力

现在高考题的字数很多,信息量大,与时代结合

紧密,学生读完题后往往不知所云.以2016年全国

卷 Ⅰ 的高考题为例,第24题共247字,第25题共

319字,让学生如何快速读题,从中提取有用的信

息,是进行解题的首要任务.如何训练学生的物理阅

读能力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2点入手.
(1)习题课中多安排阅读训练.在平时的习题

课中把学生的阅读训练有计划地安排在内.对于一

些文字量大的题应安排充足的时间让学生读原题.
宁愿少讲一个题目,也要让学生得到充分训练.

(2)引导学生多读一些科普文章.首先我们要

充分利用教材里面的“科学足迹”与“科学漫步”的

内容,可以在课堂上抽出专门的时间,让学生阅读,
然后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回答,检查学生的阅读情

况.比如,“万有引力与航天”一章中有一个科学漫

步“黑洞”,可以让学生先阅读,然后让学生算算“如
果地球要变成黑洞,半径应该缩小到多少? ”其次,
也可以专门挑一些新的科普文章印发给学生,并且

附加几个关键问题当作业上交,让学生对科普阅读

引起足够的重视.
2.2 画图分析

学生之所以觉得物理题难,主要是觉得物理抽

象.所以要把抽象的物理问题形象化、具体化,最好

的方法就是在读题的时候把物理情景用物理示意图

形象地表现出来.绝大部分物理题都需要画图,如运

动情景图、受力分析图、函数图像等.但学生的实际

画图习惯与画图能力却不容乐观.图1是笔者从一

个成绩中等的高三学生的试卷上拍下来的图片.在
本图中该生画图潦草,没有画出对应的力的符号,如
重力用G 表示,也没有对推力F和重力G 进行正交

分解,导致不能建立各力之间有效的等式关系.
像这样因为图画得不清楚,直接导致分析问题

—93—

2018年第2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有障碍的,在学生中普遍存在.所以笔者认为,学生

的画图习惯和能力需要训练.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几

堂课进行专项训练,比如:在“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

究”一章中,可以安排画物体运动情景图和函数图

像的训练;在“相互作用”一章中可以安排画物体受

力分析图的训练;在“磁场”一章中可以安排画带电

粒子运动轨迹草图的训练等.

图1 成绩中等学生的画图

具体训练方法,笔者认为最好是挤出几个课时,

在课堂上直接训练.可以事先印好画图的练习题(给
出情景,只要求画图),也可以多媒体展示.让每个学

生动手画,每画完一个,用实物展示台展示几个典型

的学生作品并分析.如果学生中没有特别理想的,也
可以自己徒手画给学生看.课后再留画图作业,上交

后对不理想的学生要求重画,直到画清楚为止.
图2是一个成绩相对优秀的学生的“作品”.在

图2中,该生画图工整,规范地画出了重力G,推力

F,支持力FN,摩擦力f的示意图,并画出了沿斜面

和垂直斜面进行正交分解的方向,让人一看到此图

就能方便地沿斜面和垂直斜面建立各力的等式关

系.如果学生能画到像图2这样规范,笔者觉得就可

以了.

图2 相对优秀学生的画图

2.3 物理建模

建立物理模型,应用物理模型的能力是高中学

生必须具备的能力.而笔者在教学中发现高中学生

在物理建模方面存在以下不足:
(1)在实际情景中建立物理模型缺乏舍去次要

因素的意识,抽象思维比较差;
(2)不善于应用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易受表面

现象干扰,不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针对以上问题,在高中物理教学中,除了基本的

概念必须清晰,模型教学中还应重视两个环节:
(1)要明确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2)要明确研究的对象是如何运动的,遵循怎

样的规律.
  因此,教学中应让学生明确物理模型主要分为

物质模型、过程模型两类.其中物质模型是根据研究

对象的特点,抓住主要因素,舍弃次要因素,建立的

易于研究、并能反映研究对象主要特征的模型,如质

点、点电荷、理想气体、理想变压器等;过程模型是根

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找出主要因素、略去次要

因素,建立能够揭示事物本质的理想过程,如匀加速

直线运动、自由落体运动、平抛运动、匀速圆周运动、

完全弹性碰撞等.让学生在平时做题时,善于抓住关

键词,抓住问题的本质,根据题意建立物理模型,再
用处理该模型的方法去解题.
2.4 书写表达

作为物理教师,您一定目睹过学生试卷上那一

堆堆龙飞凤舞的符号和数字,批这样的试卷,会感到

很累.如图3所示,这是一个笔者所教的高三学生的

考卷,成绩中等.他书写还不算太乱,但是,没有原始

方程,很多地方都不写单位,字母和数字书写也不规

范.其实这个题,即使他最后不能完全做对,如果能

把原始方程和表达写好点,最后得分也不止2分.

图3 高三学生的考卷

学生的解题格式混乱,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身

的综合分析能力不够,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教师

讲解例题时,书写得不规范,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坏的

榜样.所以,教师一定要在课堂上就书写规范问题做

好示范.
当然光是教师示范是不够的,还必须不定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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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m=ρΔV (2)

其中ΔV 为水柱体积,满足

     ΔV=ΔlS (3)

由式(1)、(2)、(3)可得喷泉单位时间内喷出的水的

质量为

Δm
Δt=ρv0S

(2)设玩具底面相对于喷口的高度为h,如图5
所示,由玩具受力平衡得

     F冲 =Mg (4)

其中,F冲 为水体对玩具底部的作用力.
由牛顿第三定律

      F压 =F冲 (5)

其中,F压 为玩具底部下表面对水体的作用力.设v′
为水体到达玩具底部时的速度,由运动学公式得

    v′2-v20=-2gh (6)

图5 例5题图

设在很短Δt时间内,冲击玩具水柱的质量为

Δm,则

     Δm=ρv0SΔt (7)

由题意可知,在竖直方向上,对该部分水柱,由动量

定理

   (F压 +Δmg)Δt=Δmv′ (8)

由于Δt很小,Δmg也很小,可以忽略,式(8)变为

     F压 Δt=Δmv′ (9)

由式(4)、(5)、(6)、(7)、(9)可得

h=v20
2g- M2g

2ρ2v20S2

方法小结:微元法思维步骤一般分以下3步.
(1)选取元;(2)运用规律表达元;(3)叠加元求解全

过程.中学阶段,“微元法”的换元类型主要包括 “时

间元”与“空间元”间的相互代换、“体元”“面元”与

“线元”间的相互代换、“线元”与“角元”间的相互

代换.
本文通过对上面4种思维方法的总结,为学生

的物理核心素养的养成提供了素材,让学生掌握提

高科学思维能力的一般方法.如果我们在平时教学

中注重这些物理模型与科学思维的建立,那么一定

会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提供无限的动力.当然,物理思

维方法还不止于本文总结.在解决物理问题时这些

思想方法的确非常重要,期待在以后的教学中能更

加深化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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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的书写表达能力进行训练.笔者建议可以做

好以下几点:

(1)抓住课堂.在平时习题课上,抽出一定时间

让学生当场做题,然后用视频展示台展示其“作品”,

进行点评和分析,再训练.直到大多数学生书写过关

为止.
(2)充分利用考试.在每次考试后,把答题规范

的与不规范的都找几个典型拍成数码相片,然后在

试卷分析课中展示,并分析学生的得、失分情况,让

学生清楚怎样写可以多拿分数.
(3)重视课后作业.对于课后作业书写规范的

学生予以表扬;对于作业不规范的学生,应该抽时间

把学生单独叫过来,根据学生书写情况进行个别指

导训练.
总之,习题教学是物理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

环节,其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如果能统筹

全局,详细分析学生解物理题需要的能力,然后再有

计划地安排一些专项能力的训练,各个击破,则可以

有效地提高习题课的教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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