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设复习情境 促进有效教学
——— 浅析“圆周运动复习”教学案例

谢建寅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浙江 温州  325000)

(收稿日期:2017 05 31)

摘 要: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对增强学生学习驱动力,激发学生科学思考,培养逻辑思维与科学研究的能力有

着重要作用.以“圆周运动复习”为案例从创设生活情境、实验情境、习题情境等方面探讨教学情境的创设对课堂有

效教学形成的影响.
关键词:生活情境  实验情境  习题情境

  “以实验为基础,以思维为中心,以问题为主线”

是物理的学科特色,改变原本单调乏味的复习课,采

用情境教学法创设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培养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教师设计演示实验、分组实验

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观察、分析、推理,还原物理规

律的发生过程,让学生体验真实的情境,突破教学难

点.正所谓千言万语说不清,一看实验就分明.本文

将以“圆周运动复习”为案例探讨教学情境的创设

对课堂有效教学形成的影响.

1 实例一:创设生活情境

利用自行车的传动装置,复习描述圆周运动相

关物理量.
现代人的出行理念提倡绿色、低碳、环保,自行

车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作为自行车王国,自行车在生

活中随处可见,学生非常熟悉.
【实物展示】在讲台上展示实物自行车,如图1

所示.

图1 实物自行车

【课件展示】自行车的传动装置主要由齿轮和

链条组成,如图2所示.

图2 自行车传动装置

将自行车直接搬上讲台,马上激起学生的兴趣.
在自行车牙盘、飞轮、后轮轮胎分别作上标记,缓慢

转动脚踏板,引导学生观察它们的运动快慢情况.对

比分析B,C两点的运动,相同时间,转过的齿轮数

相同,即通过的弧长相同,所以线速度大小相同.对

比分析A,B 两点的运动,转一周所花的时间相同,

即周期相同;相同时间,转过的角度相同,即角速度

相同.利用学案,学生推导描述圆周运动快慢的线速

度、角速度、周期、转速之间的关系.
在复习了相关概念及其联系的基础上,给出脚

踏板转动周期,小组讨论分析要测出自行车前进速

度,还需要测量哪些物理量? 如何利用这些物理量

推导出自行车前进的速度?

【课件展示】变速自行车的飞轮和多层牙盘,如

图3所示.
引导学生讨论分析变速自行车的变速原理,利

用之前推导的自行车前进速度的相关表达式,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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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供自行车速度,并通过实物自行车加以验证.

图3 变速自行车的飞轮和牙盘

给出现代汽车工业中具有广泛应用的无极变速

(图4),让有兴趣的学生在课后进一步分析研究.

图4 无极变速机构

分析与点评:以生活为素材创设情境,强烈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符合学生生活经验的自行车传动装置分析作

为课堂导入,符合高中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快速集

中学生注意力,强烈激发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

思维.以情境为载体,以问题为主线,由浅入深,层层

递进,引导学生回顾复习圆周运动相关物理量及其

联系,并解决实际问题.给出无极变速的相关信息,

为感兴趣的学生开了一扇窗,渗透了自然科学从生

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科学本质.

2 实例二:创设实验情境

分组体验“水流星”,分析竖直面上圆周运动规

律.“水流星”实验要求水不能洒出来,如图5所示.
到了约定的时间,请两个学生代表上来展示(课前准

备的器材绳子长度分两种,长的1m左右,短的仅20

cm).教师让两位学生将转速慢慢降下来,直到有水

洒出来.两个不同绳长的“水流星”对应着不同半径

的圆周运动,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让展示的学生总结

操作的技巧,学生自然提到转得快一点,教师进一步

提问,刚才两组谁转动得更快? 并提出理论推导与

实验现象的矛盾:当水恰好洒出来时,容器底部对水

的压力为零,此时以水为研究对象,满足方程

mg=mv2

r
解得

v= gr
即绳子越长,线速度应该越大.实验现象是绳子长的

可以转得很悠闲水也不会洒出来,绳子短的必须很

卖力地转动.

图5 水流星

学生分组讨论,引导学生总结得出在这里转动

得快,指的是角速度,因此向心力表达式应该选择

mg=mω2r
解得

ω= g
r

绳子越长,半径越大,角速度应该越小,转动得较慢,

符合实验结果.
分析与点评:利用实验创设情境,提高科学素

养.
复习课利用实验创设情境来代替枯燥乏味的理

论推导和教师的“满堂灌”,让学生从被动地接受、记
忆转变为积极主动地感受、观察、思考.通过教师引

导,让学生在矛盾的问题情境中思维摇摆起来,激发

其探究的兴趣,激活内在学习动机,培养质疑精神,

锻炼创造性思维,加深物理规律与生活的联系.

3 实例三:创设习题情境

理论推导水平面上圆周运动规律,用实验加以

验证.
在转盘上放置一个物块,以较慢速度做匀速圆

周运动,引导学生讨论分析向心力来源及特点.实验

演示转盘转速加快,物块从转盘上飞出.让学生分析

计算:材料相同,质量分别为2m,m 的A,B两物块,

放在圆盘上随圆盘一起转动,距圆盘转轴距离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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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非彼“活”

王耀辉
(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  江苏 无锡  214200)

(收稿日期:2017 04 21)

摘 要:新课程标准中提倡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让学生乐于探索,勤于动手,善于发现”.随

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物理课堂要让学生“活”起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要被调动起来,才能在对问题的积极讨论中

迸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智慧火花.这就需要创建互动的课堂讨论情境,问题的设置要有针对性,同时关注学生的个

体差异,处理好独立思考与小组讨论的关系,并及时指导,鼓励总结,才能为沉闷的课堂注入一股活水,满目生花.
关键词:主体  互动  过程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已提了多年,但
当我们聚焦课堂讨论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真实

地走近、触摸它时,却发现了一些隐藏在“宽松热

闹”“自主讨论”等眩目光环下的“杂乱”与“浮躁”.
因此,如何处理好表面的“活”与实质的“乱”就显得

尤为必要.

1 把握契机 创设情境

宽松和谐的氛围与师生情感的投入是学生主动

参与的外部条件,是学生学习和个性发展的良好土

壤.教师应根据教学目的的需要,营造出某种认知情

境和情感氛围,用以调整学生的心理,形成参与欲

望,使学生急于参与、乐于参与.在教学“天体运动”

一课时,一个学生提出了质疑:“老师,近地卫星和地

球赤道上的物体随地球做圆周运动的轨道半径都近

似等于地球的半径R,为什么赤道上的物体和近地

卫星的线速度、向心力和周期不同呢? ”一石击起

千层浪,这不是讨论的最佳契机吗? 在表扬了这个

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后,笔者趁势组织学生就这个话

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学生说线速度不同是方

向不同;有的说不但线速度方向不同而且大小也不

同;有的说赤道上的物体是随着地球一起自转的;有
的说周期不同是因为赤道上的物体随着地球一起自

转,所受的万有引力没有都用来充当向心力 ……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在

为2R,R,随着圆盘角速度的增加,哪个物块先发生

滑动? 如图6所示.

图6 物块随圆盘转动

投影展示学生的推导过程,教师对解题过程作

出规范,并通过实验验证推导结果,改变A,B两物

块的位置,再次实验,还是半径为2R的物块先飞出,

与质量无关,符合预期.最后让学生对“大转盘”类

冲关电视节目(图7)选手提出建议.

图7 冲关“大转盘”

分析与点评: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意识.
圆盘上物块的运动是典型的水平面上的匀速圆

周运动,作为选考复习,学生对此类问题应该熟练掌

握.教师通过设计实验加以验证,创设科学探索的情

境,学生经历理论推导和实验观察,多角度体验圆周

运动规律,丰富了感性认识.让学生的知识结构建立

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和改造,帮助学生知

识的同化和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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