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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摄影作品与中学物理教学的融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愉悦的情境中理解物理概念、掌握物理

规律,使其观察与解释能力得到提升,实现高效的课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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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李政道说过,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

枚硬币的两面.作为科学与艺术的分支,物理与摄影

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即:美! 大自然在最基本的水平上是依照美来设计

的[1].如果摄影的美是直观的视觉盛宴,那么物理的

美则是视觉盛宴下更为深沉的美,更为重要的是在

某种意义上物理与摄影以同样的过程去感知这个世

界的美,观察对于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仔

细的观察才能发掘美.另外摄影相机基本机构包含

了丰富的物理知识,摄影者有必要掌握相关的物理

知识,如焦距、像差、景深等,才能更好地指导摄影.

鉴于物理与摄影之间紧密的联系,如果巧妙地

将丰富多彩的摄影作品与中学物理教学融合起来,

将摄影作品的美引入中学物理教学中,学生在赏析

美的同时尝试解释物理现象、掌握物理原理的过程.

那么学生眼中枯燥、抽象的物理将变得生动有趣,学

生学习兴趣被激发,将会积极主动地探究物理世界,

运用物理原理解释物理现象,观察与解释能力也会

得到提升.

2 摄影作品与中学物理教学融合的例证

下面列举几幅摄影作品,来阐述如何将摄影作

品应用到中学物理教学中.所有摄影作品皆来自于

《国家地理》网站每日精选,在网上广泛流传[2].

2.1 巧用作品 发现问题 灵活引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优秀的课堂引入能

够吸引学生注意力,使学生专注于课堂学习,提高教

学效果;学生的学习兴趣往往不是被知识本身所吸

引,而是某个有趣的物理现象.因此,以丰富多彩的

摄影作品作为课堂引入,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案例1:在“摩擦力”课堂教学时,以图1进行引

入.作品中攀岩者缓缓攀向岩底,在某个时刻停在峭

壁上,画面定格于此.教师做出如下提问,为什么攀

岩者可以停留在峭壁上? 学生往往会根据经验做出

回答,攀岩者对绳索的握力和对岩壁的蹬力平衡了

自身的重力,因此可以停留在峭壁上.

图1 攀爬峭壁

针对学生的回答,教师把峭壁假设成一座光滑

的冰山,把绳索假设成光滑的冰索,再向学生提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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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握力”和“蹬力”还能平衡重力吗? 学生根据

经验又做出判断,无论用多大的握力和蹬力都不可

能停留在峭壁上,便会否定自己的答案,从而造成经

验的冲突,激发好奇心,这时教师便可实施教学,学

生则带着求知欲进入学习.

2.2 依托作品 运用概念图 理解物理概念

概念图是将基本概念联系起来的网络结构图,

以命题显示概念之间的联系,并用事例加以说明.学

生要用发散思维组织各种概念,这会有些困难,如果

用摄影作品加以辅助,从作品中联想出相关概念,构

建概念图将变得容易.

案例2:在“曲线运动”章节复习时,可用图2帮

助学生提取相关概念,再将各概念有机组织起来.作

品拍摄于富士山上空,当五颜六色的滑翔伞聚集在

山的一端时,摄影师拍下了这一瞬间.教师组织提

问,滑翔伞从开始降落到落地的过程中,做什么运

动? 在学生各抒己见的回答中,教师加以引导,师生

共同分析滑翔伞的运动过程.最开始速度为零,空气

阻力忽略不计,在重力作用下做自由落体运动;随着

速度增大,空气阻力不可忽略,滑翔伞做加速度逐渐

减小的加速运动;当阻力与重力相等时,加速度为

零,滑翔伞做匀速直线运动;如果这时受到水平方向

风力的作用,滑翔伞将做曲线运动 …… 从而得出机

械运动、直线运动、自由落体运动、匀加速直线运动、

匀减速直线运动、匀速直线运动、匀速圆周运动、抛

体运动、曲线运动等概念,接着师生共同构建概念

图,如图3所示.

图2 空中旅行

图3 机械运动概念图

2.3 借助作品 解释现象 掌握物理规律

物质世界按照固有的规律运行,展现出万千纷

繁的现象.现象是规律的外在表现,规律隐藏于现象

之内.学生学习物理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现象

背后隐藏的物理规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有

必要提供各种观察条件供学生观察,摄影作品恰好

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将生动丰富的现象展示在学

生面前.

案例3:图4展示了一项吸引人的水上飞行游乐

装置,它由法国的弗兰克·扎帕塔发明,利用软管将

海水抽进喷射装置,再通过喷射装置将水向下喷射,

产生反冲动力让人腾空而起,在空中做出各种高难

度表演.接下来师生共同探讨其中的物理规律,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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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水上飞行器

设喷口横截面积为S,喷流速度为v,水的密度

为ρ,则Δt时间内水的动量变化

Δp=2ρSv2Δt
由动量定理,反冲力F 等于单位时间内喷射装

置喷水的动量变化

F=ΔpΔt=2ρSv2

由牛顿定律可知悬停在空中的人所受的合力为零

F=G
可知喷流速度

v=
 G
2ρS

设成年人体重为70kg,喷射装置为200kg[3],

喷口横截面积为25πcm2,水的密度为1×103kg/

cm3,则

v≈13m/s

3 总结

现代“神经美学之父”SemirZeki认为人类视觉

系统的进化时间远远长于语言系统,也许超过几百

万年,人的视觉系统比语言系统发达,人们更能够记

住图像而非语言文字,所谓一副好图胜过一千句话,

图像的直观形象是语言文字无法比拟的,它能够帮

助人加深记忆,将晦涩艰深的文字变得浅显易懂[4].

摄影与中学物理教学融合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首

先,教学成本低,《国家地理》网站有许多高品质的

摄影作品可供使用;其次,教学效率高,优秀的摄影

作品能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能够在短时间

内进入物理情境中,实现高效学习;最后,增进师生

感情,摄影作品作为师生沟通的纽带,在探讨作品的

过程中,双方情感交流,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发展.我

们在云南边疆初中物理教学实践中,将摄影作品的

美引入到物理教学中,让学生在赏析美的同时,尝试

解释物理现象、掌握物理原理,教学实践表明,对提

高课堂的有效性非常有用,易于在教学中推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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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该本着“为迁移而教”的理念,不断探索更多培

养学生迁移思维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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