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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人教版高中《物理·选修3 1》第二章第11节“简单的逻辑电路”教学内容,结合笔者的理解,提出

了几点思考和建议以及具体课堂实践.运用生活实例理解逻辑关系,直观不同逻辑电路的逻辑功能,让学生经历逻

辑电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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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逻辑电路”是人教版高中《物理·选修

3 1》第二章第11节的内容,讲述了数字电路中最

基本最简单的3种逻辑电路(门电路),虽然课程标

准对本节要求较低,但是以数字信号为特征的现代

信息技术正在迅猛发展.本节内容接轨数字化现代

生活,也充分体现物理课程“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

理走向社会”的理念.本文就本节内容结合笔者的

理解,提出有几点思考和建议以及具体课堂实践.

1 本课新课引入的思考

本节课常常用多媒体PPT播放数码相机、条形

码、遥控器或数字电视机等图片.教师介绍模拟信号

和数字信号,然后引入新课.这样平淡无奇、无矛盾

冲突的引课,而且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学生又比较

陌生,是很难吸引学生注意和激起学生兴趣的.如果

本节新课引入,即简短又能够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

引起学生积极思维,对于核心素养培养至关重要.
建议1:创设真实情境 激发认知冲突

本课缺少相应的演示实验,笔者采用一种声光

控组件,主要由声控输入模块、光控输入模块、延时

电路模块、指示灯输出模块、电源模块、“与”门逻辑

模块组成,其电路原理图及实物图如图1所示.当黑

暗状态下,光敏电阻Rg 阻值很大,A 点处电压较高

(被“与”门逻辑认为是信号1).当有声音时,通过驻

极体话筒 MC采集声音的振动信号,通过阻容耦合

放大电路(由电阻和电容组成)和三极管进行放大,

使B 点处为高电平(被“与”门逻辑认为是信号1).
只有当A 与B 输入都是信号1,“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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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逻辑电路输

4 反思总结

本节教学设计基于学生的生活经验,让物理从

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去.学生通过各种体验学会了

对力进行分解,并且能够计算出分力的大小,具体的

分解流程如图12所示.

图12 力的分解流程图

  本节课的每个环节都在尽力整合科学、数学、

工程和技术这4门学科,每一个规律的得出都是完

美的数理结合,每一个生活的应用都是绝伦的工程

设计.当今社会最需要的就是人才,而STEM 教育

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所以,作为基础教育

工作者应该更新教育理念,变革课堂模式,培养综合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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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Y 才是高电平,发光二极管才会亮.上课实录如

下.

图1 简单的逻辑电路引课实验

师:今天老师带来一个神奇的东西,看起来线路

很复杂,我一喊它亮,它就亮.(大喊的同时,用手按

住光敏电阻)

师:你来喊喊看.(递给学生,学生无法使二极管

发亮)

师:为什么你喊它亮,它不亮,我一喊它亮,它就

亮呢? 学了今天的内容,我们就知道了.今天我们学

习简单的逻辑电路.

2 本课教学过程的思考

2.1 稳恒电路类比逻辑电路进行教学 造成认知

错觉

对于本节的教学,习惯采用类比法,先总结稳恒

电路中开关闭合和断开的不同情况与灯亮的关系,

再进行逻辑电路的教学.然而逻辑电路的电路形式

不同于稳恒电路的电路形式,它强调的是逻辑运算,

不是电流与电压的关系,不再强调闭合回路的形式.
它们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完成不同的功能,它们之间

没有共性.如果用稳恒电路的工作情况类比门电路,

会给学生造成一种认知错觉,使学生把稳恒电路与

逻辑电路某些方面等同起来.

2.2 开关通断代替真值“1”和“0” 误解真值含义

以稳恒电路进行教学时,一般会定义开关的接

通为1,定义开关的断开为0,灯泡的亮为1,灯泡的

暗为0,从而学生误解了逻辑电路中真值的含义.在

逻辑电路中不能以开关的通断来定义真值1和0,逻

辑电路主要是对输入端的电平(电势)高低作出反

应,所以对于输入端只有两种状态:高电平与低电

平,输出端也是两种状态:信号的有无或者电平的高

低,一般定义高电平为“1”,低电平为“0”.因此,课堂

教学时,教师应交代清楚逻辑电路真值的含义,并指

导学生按照二进制顺序填写真值表,从而找出逻辑

电路的逻辑功能.

2.3 课程内容要求不高 忽视实验实践

虽然课程标准对本节要求较低,不是高中物理

教学的重点,教师往往不重视本节内容而会急于讲

解和分析,但是以数字信号为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

正在迅猛发展,本节内容接轨数字化现代生活,而且

学生第一次接触到逻辑电路,又缺乏相应配套的演

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会造成学生的不适应和不理解.
本节内容的目标只是对于简单的逻辑电路有简单了

解,教师应做好演示实验,通过演示实验揭开逻辑电

路的神秘面纱,组织学生进行分组实验,体会逻辑电

路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再做简单的分析和讲解.
建议2:学生列举生活实例,体会逻辑关系

在课堂教学时,可以采用设计稳恒电路引出逻

辑关系,通过学生举例生活实例体会逻辑关系.不要

从稳恒电路入手,定义开关的通断为真值1和0.上

课实录如下.
师:所谓逻辑电路,是指具有相应逻辑关系的电

路.下面我请大家设计一个电路,有2个开关、1个灯

泡、1节电池、若干导线,要求满足2个开关都闭合,

灯才会亮,等一下我请一个同学展示你设计的电路

图.
师:这个开关与这个开关闭合是条件,灯亮是结

果.我们把这种一个事件的几个条件都满足后,该事

件才能发生的关系叫“与”逻辑关系.
师: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例能体现“与”逻辑关

系.那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事例可以体现“与”

逻辑关系呢? (学生举例)

师: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只要一个条件满足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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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我请同学举例子看看.
建议3:演示与学生实验结合,激活学生思维火

花

本节内容可以采用门电路演示器,如图2所示,

学生通过生活实例体会逻辑关系后,再用门电路演

示器,对3种不同的简单逻辑电路进行实验演示,直

观不同逻辑电路的逻辑功能,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交

代清楚真值的含义和真值表的填写顺序.对于简单

的逻辑电路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可以安排学生进行

分组实验“视力保护提醒器”,让学生经历逻辑电路

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体现物理课程“从生活走进物

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

图2 门电路演示器

演示实验部分:

教师演示将“与”门元件放入演示器相应位置,

让学生判断元件输入端的电势高低.并通过学生分

析两个输入端不同输入情况组合,通过用电器工作

情况获知输出端电势的高低.
师:我们采用二进制1和0表示,把高电势用1

表示,低电势用0表示.
师:我们把数字1和0叫做这个逻辑电路的真

值.在这里它表示高电势与低电势,在其他情况下,

它也可以表示真与假,或者有与无等一些对立的状

态.我们把真值组成的表格叫真值表,真值表是包含

各种可能性在内的逻辑关系表,它有两部分,一部分

是所有输入的可能组合,另一部分是相应的输出.从

这个真值表上可以看出什么时候输出才是高电势?

(“或”门 和“非”门元件让学生代表来演示)

学生分组实验部分:

师:现在有这样一组套件如图3所示,它有过暗

报警模块、过亮报警模块.RW1
和RW2

是可调的电位

器,通过调节可以改变阻值,达到报警临界点.R1 和

R2 是固定电阻,这里是光敏电阻Rg1
和Rg2

,还有

“或”门逻辑电路以及信号处理报警输出模块和电

源部分.请同学们正确用导线连接.并通过调试,在

正常光照下不会报警,用手按住光敏电阻模拟过暗

环境,用手电筒照射光敏电阻模拟过亮环境.(学生

实验)

图3 视力保护提醒器实验

师:请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过亮或者过

暗会报警呢? (学生根据电路图思考并在教师指导

下回答)

本课虽然并非考试要求内容,但是本节内容体

现了物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如果采用本文的思考

和建议,学生对“门电路”也就一定有了简单而又准

确的了解.实验又是物理教学的基础,简短的引入创

新实验,并通过演示和组织学生设计并安装简单的

逻辑电路,激活学生思维火花,才能真正达到核心素

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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