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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心素养的核心是要提高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而这一目的的实现

又必须通过教学活动来完成.因此,有效的物理教学活动应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关注

学生的个体差异,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使高中物理教学真正成为为学生的人生发展打基础的教育.
关键词:课堂教学  自主学习  素质教育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教学方式多样化,形成

以科学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相结合的学习

方式.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物理学科的三维目标要求.
如何实现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及发展? 如何

促使三维目标的落实和达成? 解决上述两个核心问

题还是要通过恰当有效的教学设计来促进教与学方

式的转变.当前,高中物理课堂教学中往往按照教师

预设探究方案开展探究学习,比较注重探究方法和

步骤教学,而忽视了学生实践性和探索性的活动,致

使学生的探究能力徘徊不前.
作为一线的高中物理教师,我们应从自身的教

学设计入手,着力去解决上述问题,以适应我省深化

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要求.本文依据活动学习理论,

结合高中物理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教学实践对传统的

“教学设计”作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引导和帮助学

生自主有效地参与学习,促使学生物理思维和学习

能力的提高.

1 高中物理教学应该确立“分层”的课堂评价 促

进学生的差异发展

  俗话讲:“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由于先天

的遗传因素、后天的发展倾向、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

受家庭和身边环境影响的不同,学生的个体间存在

很大的差异.而传统观念下的教学模式,在一味追求

高升学率的同时也抹杀了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否

定了他们的成长需求及内心渴望.因此,在高中物理

教学中,教师应关注每位学生的健康成长,要因材施

教、量体裁衣,对差异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

策略,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在物理课堂中都能有其发

展的空间,使要学的学生,物理学习潜能得以充分挖

掘,使不学的学生,能充分感受到物理课堂的乐趣,

培养其课堂热情.为此,笔者认为,确立“分层”的课

堂评价标准,是促进学生差异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
例如,讲高二物理“动量”这一章内容时,笔者在课

堂教学中与学生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师:动量和冲量的异同?

生甲:动量是状态量,冲量是过程量(不同点).
师:不错,回答得很好.
生乙:他们都是矢量(相同点).
师:回答正确,对矢量概念理解得很到位.
生丙:动量和冲量物理意义是相同的,因为由动

量定理可知,他们的单位具有一致性.
师:这个回答虽然错了,但他敢于发言,比起以

前已经取得了明显进步,值得表扬.
提问中,教师针对这3位学生所表露出来的不

同智能倾向,确立了“分层”的评价标准,给予了学

生彰显特性、张扬个性的课堂评价.针对学生甲和学

生乙,教师的评价都在无意中突出了对他们知识掌

握程度的充分肯定.而面对学生丙的错误回答,教师

没有从结论是否正确本身去评价,而是从态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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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同样给予了充分的表扬,既完成了共同的教学

要求,又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体会到教师的关怀

与期望,实现各有所成的教学目标.

2 高中物理教学必须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

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现代教学论认为:不管怎样的课堂教学模式,

都应该是学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统一,两者相辅相

成、共同促进.

2.1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培养创造性思维

问题是创造的开端,没有问题便没有创造.传统

的“注入式”教学方式,束缚了学生的大脑思维活

动,由于惯性,学生很少会主动的提问,更缺少了对

问题的探究意识[1].因此,教师在平时的物理教学活

动中应注重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留心观察生活中的

物理现象,让学生习惯于从现象中感知物理意义.例

如在讲摩擦力之前,为了引导学生感知生活中应用

增大摩擦力和减小摩擦力的实例,教师布置了这样

的课后作业:请同学们从你们朝夕相处的自行车着

眼,试着去感受并体会摩擦力在生活中的“魅力”(提

醒要注意安全),并思考,为什么这样做? 有什么好

处? 果真在摩擦力的新课教学中,当笔者问到自行

车上有哪些地方是应用了增大摩擦力的原理时,学

生们的回答热情异常火爆.
生甲:自行车的轮子是粗糙的,可以增大摩擦

力,防止摔倒.
生乙:自行车的脚蹬子表面是粗糙的,可以增大

摩擦力,当脚用力蹬时才不易打滑.
生丙:车闸的闸皮表面是粗糙的,在刹车时与车

圈产生摩擦,使自行车容易停下来.
师:那自行车上又哪些地方是应用了减小摩擦

力的原理呢?

生丁:当自行车的链条处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时,在链条上涂些润滑油,嘎吱声就会自动消失,并

且自行车骑起来也很省力了.
师:同学们观察得很认真,自行车有这么多有关

摩擦力的知识,那么在你的身边摩擦力还有哪些应

用呢?

生戊:我在家里的罗马窗帘杆上喷蜡以减小摩

擦,使窗帘易被拉动.
生己:我妈妈电瓶车的转向灯开关扳不动了,我

往里面涂了点油,开关就变得很灵活了.就是弄了我

妈妈一手的油,不过我妈妈也表扬了我.
顿时教室里响起一阵笑声.这无疑是学生们对

学生己课堂发言的有效回应.像这样,教师通过引导

学生在课前对摩擦力的探究,让学生既轻松地掌握

了所学的知识,又培养了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2.2 应该创建民主 和谐的课堂氛围

一节课,短暂的45min,要充分体现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学理念,就必须让每位学生的思维,在课堂

上都能够获得足够的自由 .教学中学生与教师应该

处于平等的位置,由师生间共同完成课堂讨论、问题

探究.不再是教师在讲台上“无味”的讲,学生在下

面“乏味”的听,亦不再是教师的位置高高在上,学

生只能聆听、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然而不管怎

样的课堂教学都应该是稳中有序的,如同翱翔在空

中的风筝必须要有引线人一样,课堂教学离不开教

师的引导.例如,在讲“重心”时,师生讨论一个热点

话题:1995年10月,加拿大的科克伦在长江三峡走

钢丝,表演他的空中绝技.他双手握着一个铅制的

杆,重达27kg,长12m,是起什么作用的? 通过师生

互动,使学生认识到:铅制杆是起到平衡作用的,它

是通过增加对钢丝的压力,增大了稳度,并且对物体

的重心起一个调节的作用;当人的重力的作用线略

偏离钢丝时,铅制杆向相反方向摆,使得两者的重力

的合力作用线仍穿过钢丝.由此话题继续引导学生

对重心在杂技、体操、花样滑冰等方面的应用进行热

烈讨论,最后由教师对讨论的结果梳理后做确切的

定论.通过师生间的课堂互动,在很好地完成教学任

务的基础上,既营造了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又拓

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和想象空间.

3 高中物理教学必须使学生学会体验 培养自主学

习能力

  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尽可能使学生成为自

主自动的思想家,这样的学生当他在正规学校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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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结束之后,将会独立地向前迈进.”学生的亲身体

验过程是他们获得直接经验、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

过程[2].如讲到离心运动时,教材中列举了洗衣机脱

水桶的工作原理,以及汽车转弯时速度过大,会因离

心运动造成交通事故等实例,为了能使学生更好地

体验离心运动这一物理现象,笔者就学生们曾做过

的“水流星”实验再次搬入课堂.
师:同学们已经知道只要“水流星”的速度大于

一定值时,即使在最高点,瓶口打开且倒置,水也不

会洒出来.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水的重力提供水

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所以水才不会流出.现在让瓶

子的底部出现个小孔,下面请同学们分组活动,进行

体验,当这个“水流星”以较大的速度做圆周运动时

会出现怎样的现象?

学生通过课堂体验、分组讨论,最后得出结论:

当“水流星”的速度较大时,水的重力就不足以提供

它做圆周运动时所需的向心力,而这时由于瓶子底

部有孔,所以瓶底又不能给这部分水提供弹力,对于

这部分水而言,它所能获得的向心力比它所需要的

向心力要小,因此就会做离心运动,水从小孔中洒出

去.
课堂教学要给学生创设感受体验的机会,课外

也要给学生感受体验的时间与空间.如让学生在教

师的适当指导下,通过课下的自学、互学、讨论等方

式,完成课本中的“思考与讨论”“做一做”等栏目.
又如,布置给学生一些研究性的课题,让学生搜集与

寻找资料,亲身实践,亲手制作.在讲到完全失重时,

让学生课下去体验生活中接触到的完全失重现象及

实例(注意安全),体验之后有部分学生得出了这样

一个结论:当用装有水且底部开有孔的可乐瓶做完

全失重演示实验时,发现不但是瓶子从高空做自由

落体运动时水不流出,而且当瓶子被平抛、斜抛甚至

是竖直上抛时,发现可乐瓶中的水也不会流出.对此

现象他们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从中领悟到了:物体

所处的完全失重状态与物体的运动速度无关,只与

物体运动的加速度有关.这样的体验效果既培养了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开发了他们的思维潜能.远

超过教师在课堂上“条条是道“的力气讲述.

4 高中物理教学要给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 培养创

新能力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隶文认为:“科学的

最高目标是要不断发现新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一

种独立思考、自我融会知识与整合知识的能力.学

生创新能力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学生高昂

的兴致.然而兴致又源于何在? 可以想象学生在多

次努力仍然失败时,会产生畏难情绪,积极性大大降

低;成功时,就会情绪高昂、兴趣倍增[3].如果学生通

过努力后经常体验不到自我实现、获取承认、取得成

功的乐趣和满足感,就会逐渐丧失掉对问题思考的

兴致.又何言创新能力? 学生感到高中物理难学并

不都是学生的智力问题,相比之下,非智力因素的影

响更大.因此,给学生创造一些成功的机会,是提高

学生学习情绪的一种有效方法.在教学中,要结合教

材和学生实际,设置教学内容的层次与梯度、适应学

生的智力发展,创设更多的条件让每个学生都能取

得学习上的成功,使他们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如在设

置课堂提问时,要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选择回答对

象,以免让“差生”产生自卑感.布置作业时,要根据

班级的差异、学生程度的不同,布置有区分度的作

业,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从中收获成功的喜悦.在

问题教学中也要注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

已知有一最大阻值为100Ω的滑动变阻器及未知电

阻R各一个,要求除了用伏安法测量以外,还可以有

哪些测量方法? 像这类可以让学生根据问题的要

求,设计出多种测量方案的实验,使学生在尝试实验

中经常用到的测量方法的同时,既体会到成功的满

足,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

教师除了课堂教学要富有启发性、思考性和创造性

外,教学中还要关注对学生创新意识“火花”的捕

捉,如在讲到有关质点这一概念时,教材中定义质

点:在某些情况下,真的可以不考虑物体的大小和形

状.这时,我们突出“物体具有质量”这一要素,把它

简化为一个有质量的点,称为质点.
生甲理解后问:如果把人的头都看作质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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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顶杆游戏”的力学问题分析

吴寿宠  黄绍书

(六盘水市第23中学  贵州 六盘水  553000)

(收稿日期:2017 03 02)

摘 要:从动力学角度分析“顶杆游戏”中的竖直平衡在微小扰动后的调整以及绕准定轴转动的力学问题,并

给出竖直平衡情况的力矩约束关系和扰动调整时间,同时给出绕准定轴转动情形的力矩约束关系.

关键词:顶杆游戏  竖直平衡  微小扰动  调整时间  准定轴转动  力矩约束

  在静态平衡中,物体的重心越低,其稳度就越

高.然而,在动态平衡的情况下,物体的重心越低,反

而越难维持其平衡状态.
我国民间的很多地方有一项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称为“顶杆游戏”的竞技表演,这一游戏也是很多戏

团的杂耍项目之一.
所谓“顶杆游戏”,就是参与游戏的人用前伸的

食指或中指顶着一根细杆,使细杆在动态中能够维

持竖直状态或绕某准定轴转动而不倾倒,如图1所

示.

图1 顶杆游戏示意图

“顶杆游戏”是动态平衡的典型范例.本文从动

力学角度,对“顶杆游戏”中的几个力学问题进行定

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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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不是世界上的人就都长得一样了?

生乙接着讲到:那人还能有美丑之分吗?

生丙:长得都一样的那是克隆人.
生丁:对,是克隆人.如果未来的战场上都是克

隆人在第一线作战的话,那样就不会再有因为战争

而牺牲的“士兵”了!

生戊:那是不是也可以克隆出很多的布什啊?

这时,教师不可以嘲笑学生的问题“可笑”“古

怪”“离谱”“钻牛角尖”,否则会大大挫伤学生提问

的积极性,相反教师还应鼓励学生的这种多角度、多

方位的思维方式,因为思维创新是人的意识创新的

一种表现形式.有了创新意识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5 结束语

当教师能够确信每个学生都如同待开采的油矿

时,“差生”一词将会在人们的意识中慢慢淡忘,每

一个学生都可以在不断取得成功的体验和社会对他

的期待中获取知识,健康成长.
总之,高中物理教学与素质教育是密切相关的,

教学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高中物理教师

要能够根据自身学科特点,更新教育理念,培养学生

善于发现问题、努力探究、勇于创新的意识.要通过

创设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实现高中物理教学活动

的良性共振,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真正体现高中

物理教学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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