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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二轮复习课不是简单的练习堆砌,也不是一轮复习的重复,而是高中物理教学新的延续.所以必

须坚持落实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宗旨,树立学生的正确价值观,提高学生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本文通过立足

于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优化专题设计,以培养学生高水准的思维水平与能力为目标,谈展开高效的二轮复习的一

些想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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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如何进行高考

复习”是年年必讲的一个老话题,但随着时代的发

展与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老话题也要常讲常新.
2016年10月11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

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署名文章《探索构建高考评价

体系 全方位推进高考内容改革》.对2017年高考

《考试大纲》修订和命题改革的重要性进行了权威

解读,并对2017年乃至今后几年高考的考查目标、

考查要求进行了详细阐释,具体回答了高考“考什

么”“怎么考”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体四层四

翼”,这标志着高考命题正式走向“立德树人、服务选

拔、导向教学”核心素养立意的时代.
针对今后的高考,如何高效地做好二轮物理复

习,是每位教师都需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进行市

级重点课题“基于核心素养下的高中物理教学四个

维度的实践研究”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现将我

维思考电视节目[3],截取其中最符合中学物理的部

分进行资源分析与教学设计.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
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6~50

2 阎金铎,王志军,俞国祥.中学物理教材教法.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19~221

3 孙风波,吴伟.电视节目引入中学物理教学的探讨.中学

物理教学参考,2015,44(8):10~12

ExplorationandAnalysisontheApplicationofScience
andEducationTVProgramResourcesinJunior

MiddleSchoolPhysicsClassroomTeaching

TangJie WuWei
(SchoolofTeacherEducation,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23)

Abstract:Inrecentyears,TVscienceandeducationprogramshaveemergedoneafteranother.Manyhigh-

qualitycurriculumresourcescanbeusedbyjuniormiddleschoolphysicsclassroomteaching.Fullydevelopingand

utilizingthesecurriculumresourcesareconducivetostimulatingstudents'interest,expandingknowledgeand

understandingphysicalphenomena.Thisarticlewilltakethe"friction"lessonasanexampletoexplorehowto

combineprogramresourcesandteachingmaterialresourcestooptimizetheteachingeffect.

Keywords:TVscienceandeducationprograms;juniormiddleschoolphysics;friction

—55—

2019年第7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们的一些想法与实践整理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1 高考物理二轮复习的地位

一轮复习是抓基础,强调的是知识的“面”,目标

侧重于熟悉《高考大纲》所要求的内容,掌握基本公

式,处理基本物理模型等.二轮复习是抓能力,强调

的是知识的“网络化”“系统化”,把所学知识连成线、

铺成面、织成网,梳理出知识结构,目标是在一轮复

习的基础上,让学生的思维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因
此,承上启下的二轮复习是学生综合能力提高的关

键期或爆发期.
同时,高考物理二轮复习是高中物理教学的一

部分,决不是简单的练习堆砌.所以二轮复习必须顺

应核心素养时代下的“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

学”的指导思想,把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落实在教

学的每一个环节.

2 高效物理二轮复习的方法

高考试题非常注重对学生的能力考查,通过考

査来鉴别考生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灵活性及考生

的逻辑推理能力、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能力的高

低[1].
以专题形式呈现出来的二轮复习,对提高学生

的综合能力是比较有效的途径.但专题如何设置,有
一定的科学性.因为专题的分类有多种形式,如果从

大的范围来讲,有“知识性专题”“方法类专题”“实验

类专题”等,如果细分,像“知识性专题”里又可以分

为“力学专题”“电磁学专题”“近代物理专题”等,
“力学专题”又可分为“静力学专题”“运 动 学 专

题”“动力学专题”等.显然,专题分的太细,势必内

容太多,又有重复之嫌.二轮复习必须讲究实效,不
能就问题讲问题,而应该通过典型的问题,上升到科

学的思维方法,给学生构建一个更高的思维平台,进
一步让学生在接受物理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适应

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二轮复习的专题一定要具

有代表性、科学性、综合性.对专题的设置与教学,我
们认为要能达到3个基本要求:一是提高学生的阅

读能力;二是固化物理模型的建模方法;三是完善数

学知识的运用.

阅读是解决物理问题的开始,不会阅读,就谈不

上去解决物理问题.阅读的目的是为了审题,所以阅

读又是审好题的前提,先阅读后审题是解决物理问

题的基本程序.通过阅读了解试题的大概物理情境,

去掉不必要的文字信息,提取有效的和关键的文字

信息.进入审题阶段,明确哪些是已知条件,哪些未

知条件,明确所要求解的问题,对试题中的关键词语

要学会“咬文嚼字”,挖掘隐含条件和排除干扰因素.
固化物理模型的建模是二轮复习的重中之重.

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曾经说过:“解决物理问题的过

程,某种程度上就是建立一个物理模型的过程.”建

模的过程实际上是高水准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

程的基本程序如图1所示.

图1 固化物理模型建立的基本程序

通过阅读“文本”,知晓物理情境.“情境”就是

要明确物理问题的“对象”处在什么样的物理环境

中,如平面上、斜面上、圆周上、某一空间里(重力场、

电场、磁场)等.“模型”就是将情境化的物理问题转

化为非情境化的物理问题,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物

理过程,这一过程一定要认清“对象”的运动形式,

如直线运动、平抛运动(包括类平抛运动)、圆周运

动、简谐运动、波动、组合运动、一般曲线运动等,对
于“多体”问题,还要关注“多体”的联系方式,如通

过绳、杆、弹簧、场的约束,或多体的接触制约等.“规
律”就是动力学规律、动量规律、能量规律.“抉择”

就是根据文本的条件,应该选择哪种规律来解决问

题,或可能有多种方法,应选择相对较简便的方法.
“运算”就是写出满足题意的物理公式或定律或定

理,以及可能存在的物理量之间的几何约束或物理

约束方程,约束方程有时是隐含的,是否可以找到约

束方程往往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讨论”就是

对结果进行分析,看是否有意义.在最后的两个环节

中,即“运算”与“讨论”中,可以进一步完善学生应

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上述建模过程是一种规范又严谨的思维流程,

在这个流程中,又有3个环节必须做到正确无误,第
一是明确研究对象,对象有两种情况,单体或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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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受力分析,即对选定的对象进行受力分析;第
三是运动形式的分析,即研究对象是直线运动、曲线

运动或其他运动形式.总之,模型的建构过程,实际

上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思维,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其实

质就是将隐藏在复杂物理情境中的研究对象或过程

进行简化、抽象、类比、概括,从而揭示客观事物的本

质与规律.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在二轮复习过程中

要时时渗透,让学生从“知道”到“应用”,再从“应
用”到“固化”,换言之,养成一种思维习惯,凝炼思

维.

3 高效物理二轮复习的案例

匀变速直线运动是高中物理中最基本,也是最

重要的一种运动形式,如果在二轮复习中,还是讲解

速度公式、位移公式或其他一些重要推论的应用,显
然就重复了一轮复习.

我们选择一个有回头现象出现的直线运动,来
深入复习有关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相关知识,提高学

生的思维水平.我们把这个专题的名字叫做《直线运

动中的“折回”问题研究》.并以2017年高考全国试

题为重点案例,站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高度进行

分析与讲解.
案例:真空中存在电场强度大小为E1 的匀强电

场,一带电油滴在该电场中竖直向上做匀速直线运

动,速度大小为v0,在油滴处于位置A 时,将电场强

度的大小突然增大到某值,但保持其方向不变.持续

一段时间t1后,又突然将电场反向,但保持其大小不

变;再持续同样一段时间后,油滴运动到B 点.重力

加速度大小为g.求:
(1)油滴运动到B 点时的速度.
(2)增大后的电场强度的大小.为保证后来的

电场强度比原来的大,试给出相应的t1 和v0 应满足

的条件.已知不存在电场时,油滴以初速度v0 做竖

直上抛运动的最大高度恰好等于B与A 两点间距离

的2倍.
分析:通过阅读试题,明确对象,这是一个单体

问题(就是一个油滴),情境化物理问题就是一个油

滴在重力场与电场组成的复合场中的直线运动,转
化为非情境化物理问题,就是一个质点在不同恒力

作用下的直线运动问题(建立运动模型).受力分析,

油滴共受两个力,其中重力是恒力,电场力分为3个

阶段,第一阶段与重力平衡,第二阶段大于重力,方

向不变,油滴受合力向上,第三阶段,电场力反向大

小不变,油滴受合力向下;运动状态分析,第一阶段

匀速直线运动,第二阶段,匀加速直线运动,第三阶

段先向上匀减速直线运动,再折回做匀加速直线运

动,且运动时间与第二阶段相同.
解析:(1)在t=0时,电场强度突然从E1 增加

至E2 时,油滴做竖直向上的匀加速直线运动,加速

度方向向上,大小a1 满足

    qE2-mg=ma1 (1)

油滴在时刻t1 的速度为

    v1=v0+a1t1 (2)

电场强度在时刻t1 突然反向,油滴做匀变速直线运

动,加速度方向向下,大小a2 满足

    qE2+mg=ma2 (3)

油滴在时刻2t1 的速度(即B 点的速度)为

    v2=v1-a2t1 (4)

由式(1)~ (4)得

    v2=v0-2gt1 (5)

注:也可以应用动量定理来求解回到B 点时的

速度.以向上的方向为正方向,在2t1的时间里,电场

力冲量为零,仅有重力的冲量,即

-mg×2t1=mv2-mv0

也可得到油滴运动到B 点时的速度

v2=v0-2gt1
(2)2t1 时间后,油滴运动到B点,B点可能在A

点上方,也可能在A 点下方.应满足

     x1+x2=±h (6)

其中h是不存在电场时,油滴以初速度v0 做竖直上

抛运动的最大高度.
两种情况可用图2和图3来表示.由题意,在t=

0时刻前有

      qE1=mg (7)

图2 B点在A 点之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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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B点在A 点之下的情况

油滴从t=0到t1 时刻的位移为x1,即

    x1=v0+v1
2 t1 (8)

油滴在从时刻t1 到时刻2t1 的时间间隔内的位

移为x2,即

    x2=v1+v2
2 t1 (9)

由题给条件(下式中h是B,A两点之间的距离)

     v20=2g(2h) (10)

若B 点在A 点之上,如图2所示,依题意有

x1+x2=h

即 v0+v1
2 t1+v1+v2

2 t1=h

把式(2)、(4)中的速度v1和v2以及式(10)中的h代

入后解得

4v0+3a1t1-a2t1= v20
2gt21

再把式(1)、(3)中的a1和a2代入,并应用式(7)后,

化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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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B 点在A 点之下,如图3所示,依题意有

x1+x2=-h
同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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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解为负,不符合题意,已舍去.
总之,像这类多过程的直线折回运动模型,关键

抓住两个制约关系:一个是时间的制约关系(注:两

个阶段的时间可以不相等,但必须知道它们的关

系);二是位移的制约关系.从这两个关系出发,结合

物理规律列出方程求解即可.其实,在直线运动中的

“追及问题”或“相遇问题”,我们把情境化的物理问

题转化为非情境的物理问题后,就是质点的直线运

动,其本质都是要处理好“时间制约关系”“位移制约

关系”,当然在“追及问题”或“相遇问题”中,还必须

利用“等速”这一重要临界条件.
我们可以用图4所示的方框图,来直观地表示

这一教学流程中所展现的物理核心素养的落实过

程.

图4 物理核心素养的落实过程

方框图告诉我们,物理核心素养的4个方面是

相互联系的,其中物理观念代表知识的内化,是其他

核心素养的基础;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是关键能力;

科学态度和责任是必备品格.4个方面相互依赖,共

同发展[2].物理观念的形成过程是学生经历科学思

维和科学探究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对科学本质的认

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和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感的发展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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