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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电影视频资源极其丰富,电影视频在物理教学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自己的实践和

研究,发现遵循“三性”原则使用的电影视频,能提高物理教学的有效性,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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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教育家爱德加·戴尔在其出版的《Audio

VisualMethodsinTeaching》(《视听教育》)一书中

提出了著名的“经验之塔”理论,此理论对视频作为

辅助教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视听教育的

主要理论依据.由于视听方法所开展的学习经验,既

容易转向抽象概念化,也容易转向具体实际化,因此

视频在教学中具有重要作用.戴尔还进一步指出:

“教学中所采用的媒体越是多样化,所形成的概念就

越丰富越牢固.”近年来,教学中所采用的媒体类型

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电影已

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影视频也广泛应用于教学,

帮助学生进行新知识的获取,完成新知识的认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指出: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要加强优质教

育资源开发和应用,并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积

极灵活地运用教学技术促进课堂教学[1],其中就包

括在教学领域合理应用电影视频.笔者在教学中应

用电影视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通过研究和实践发

现,用好电影视频的关键在于遵循“三性”原则:生

活性、情境性和冲击性.

2 教学中使用电影电视视频资源的“三性”原则

2.1 生活性

爱德加·戴尔将人类学习经验来源分为直接经

验、替代经验和抽象经验,物理是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其内容均来自于生产和生活,因此物理教学特别

重视直接经验的获取,最怕教学方式的固化、单一.
若对知识点教学处理不当,易与生活隔离,形成了教

学疑难.生活性的电影视频源自生活,学生易从中获

取直接经验,教师易用其突破教学疑难.
案例1:

竖直面内的圆周运动是物理中的一个典型模

型,属于变加速曲线运动范畴.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常

常发现,学生对其规律的研究往往不是根据生活实

际,而是根据生活想象,特别是在研究最高点规律的

时候,学生总是会错误地想象小球恰好到达最高点

时速度为零,再自由落体.即使教师反复讲解、练习、

强调,可是学生还是习惯按照自己的错误想象进行

理解,效果差强人意.在固化、单一的教学方式下,这

一疑难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但若深入分析学生的学

习心理,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对这类物理问题产生

了疑问,是因为这个物理模型缺乏生活性,欠缺体验

感.在分析了这一疑难问题产生的原因后,笔者借助

两个具备生活性的电影视频[2],尝试了以下教学实

施.
(1)将《跑男》中“全球最顶尖过山车之王”的视

频引入课堂.过山车是大部分学生在游乐场玩过的

游戏项目,《跑男》也是学生平时非常喜欢看的一个

节目,过山车与《跑男》的结合,非常具有生活性,如

图1所示.通过第一视角的拍摄和主人公在乘坐过

山车时的面部表情特写和语言,学生对竖直面内的

圆周运动有了强烈的感受.
(2)研究竖直面内圆周运动的动力学问题.当

学生能运用运动分析和受力分析的方法对此类运动

进行分析之后,提出问题:竖直圆轨道的小球能否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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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动到最高点时速度为零,然后自由落体.
(3)小组利用小球和轨道进行实验探究,汇报

实验结果.
(4)播放小球在竖直面内沿圆轨道运动的慢镜

头视频如图2所示.此视频是教师事先录制好的,使
用与课堂实验相同的小球和轨道,具有很好的生活

性.部分小组看了视频之后又继续实验起来.
(5)小组针对轨道最高点的物理规律进行讨论

和发言,教师点评小组发言.

(6)作业:制作“水流星”,在家演示“水流星”杂

技并录制视频.
本节课从生活性的视频引入,提升了学生的体验

感;将实验与视频有机结合,并利用生活性的实验视

频,提升了学生参与实验和小组讨论的热情;通过以

上教学实施,达到了突破教学疑难的效果.布置“水流

星”制作和视频录制,若时间允许,在下节课现场让部

分学生演示“水流星”,同时分享另一部分学生的视

频,学生对这一生活性物理模型的掌握会更佳.

图1 微课用热门节目《跑男》的视频引入课题

图2 微课中的实验慢镜头回放

—75—

2020年第2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不是机械地接受刺激

和做出反应的被动实体,而是有选择地获取和加工

环境刺激的有机体.人获取和加工信息的主要环境

来自于生活,无论来自游乐场的过山车视频还是来

自桌面的小球轨道运动视频,均与学生的实际生活

联系紧密,具有很好的生活性.人对生活性视频的刺

激与反应,往往能较快地经过一连串的心理转换活

动而实现.学生从生活经历和经验出发,脑海中易对

视频中的生活性体验和实例快速进行分析和处理,

课堂学习效率也得到了提高.

2.2 情境性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出:学习是学习者在与环

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主动地建构内部心理的过程,

其中以多媒体为辅助的情境教学,应该作为教学的

重要呈现手段之一.《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在教学建议中也指出,创设情境进行教学,

对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具有关键作用.物

理概念的建立需要创设情境,物理规律的探究需要

创设问题情境,应用物理知识解决具体问题应结合具

体的实际情境[3].因此,电影视频的情境性至关重要.
案例2:

在拓展课程 ———“红外线”的教学中,传统模式

有学生自主阅读型和教师讲授型两种.前者学生获

得信息的渠道窄,学习的效果难以预料;后者比较抽

象和枯燥,即使教师语言再优美,也无法传达出足够

丰富的信息,无法让学生获得红外线应用的体验.为

了创设更好的情境,笔者在教学中选取了一段喷气

推进实验室(JetPropulsionLaboratory,JPL)拍摄

的关于红外线的电影视频《Infrared:MoreThan

YourEyesCanSee》[4],视频内容包括:正常人的头

部普通照相和红外照相的对比;吃烧烤的人和吃冰

激凌的人红外照相的对比(如图3);烤火的人的普

通照相和红外照相的对比,人用吹风机吹头发时的

红外线成像以及各种动物的红外线成像等.将看不

见的红外线变成了“看得见”的情境,学生立刻被视

频吸引,并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中的红外线,比如任

何物体都在向外辐射红外线,温度越高物体辐射红

外线的本领就越强,红外线和光一样是一种电磁波.
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构建起对红外线的认知.

图3 吃冰激凌的人和用吹风机吹头发的人的红外线成像

案例3:

在必修课程 ———“曲线运动”的教学中,存在一

个教学难点:即速度的合成与分解.书本以实验引入

新课,让学生观察倒置的、注满清水、长约1m的玻

璃管内红蜡块的运动,通过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的

方式得到蜡块x 坐标与y 坐标运动方程,从而得到

蜡块的速度v与vx,vy 的关系.但是此实验学生之前

并未接触过,实验引入情境性不足,因此笔者在教学

中使用了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互动求证节目《是真的

吗》的一期节目视频,题为“坐在旋转的转盘上就无

法将球抛给正对面的人? ”[5] 在播放视频之前,我
先向学生求证此课题的真伪,学生都很好奇,但又一

下子说不上来.于是笔者播放了这个电影视频,内容

包括:两位女士坐在旋转的转盘上,其中一位女生两

次将球抛向正对面的人,结果两次均失败;两位男士

也坐在旋转的转盘上,其中一位男士两次将球抛向

正对面的人,结果也是两次均失败.学生被这个情境

吸引,自发地讨论起来,可惜讨论未果.此时,笔者开

始演示红蜡烛上浮实验,让学生仔细观察,从视频和

实验中找出内在联系.不少小组通过仔细研究和讨

论,从速度的合成与分解的角度找到了课题的依据,

甚至有小组运用速度的合成与分解的规律提出了坐在

旋转的转盘上的人如何将球抛给正对面的人的方法.

图4 科教片《是真的吗》的片段

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教学是一种“环境

的创造”.红外线视频一下子就将学生带入到一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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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历过的“可视”的红外世界,它激发了学生学习

红外线的兴趣,为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坐在旋转

的转盘上就无法将球抛给正对面的人的视频,则为

学生构建了一个关于速度的合成与分解的实际学习

情境,让学生从真实的情境中去思考问题、研究问

题.从“构建主义”理论来看,学生对新信息的理解

是通过运用已有的经验、超越提供的信息建构而成,

这两段视频都将“可想”变为“可视”,拉近了学生与

客观世界的距离,学生借助电影视频在旧有经验和

新经验的冲突中促成了对世界的重新认知.
2.3 冲击性

实验生理学家特雷奇勒所做的关于人的感官和

学习记忆力的心理实验证实:“人们感知客观世界,

从外界获取的信息,83% 通过视觉,11% 通过听觉,

2.5% 通过触觉,3.5% 通过嗅觉,人们通过多种感

官获取的信息要比单一感官所获取的信息量多”.电
影视频充分利用了视觉和听觉两种感官,这样多种

感官的刺激所获取的信息比单一感官的刺激要强烈

得多.物理学科非常重视实验教学,但有些大型实验

在教室和实验室中很难完成,若改用冲击性强的电

影视频进行课堂教学的引入或讨论,往往会起到好

的教学效果.
案例4:

在初高中衔接课程 ———“浮力”的教学中,笔者

使用电影《加勒比海盗 Ⅰ》和《流言终结者》的视频

做了以下教学尝试.
设计思路:学生从初中学习过的浮力规律入手,

研究两个电影片段中有关浮力的情景,认识到物理

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教学目标:复习浮力规律;学习受力分析;能运

用物理规律讨论电影《加勒比海盗 Ⅰ》中的合理性;

能运用浮力规律研究其他生活情景;能通过物理实

验研究物理规律;能认识到物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实施:(1)观看电影《加勒比海盗 Ⅰ》中的

片段;(2)讨论影片中的一个电影片段的合理性(如
图5);(3)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4)教师点评学生

的发言;(5)复习浮力的相关知识和规律:什么是浮

力、浮力产生的原因、浮力大小的计算;(6)学习受

力分析,并分析物体上浮、悬浮和下沉的条件;(7)

各小组运用浮力规律进行讨论,并派代表总结讨论

结果;(8)教师点评小组的发言;并达成实验共识;

(9)各小组设计实验方案并展示;(10)电影《流言终

结者》的实验视频(如图6);(11)小结,作业:各小组

按设计方案制作实验装置.

图5 电影《加勒比海盗 Ⅰ》片段

图6 《流言终结者》实验片段

教学反思:整个课的亮点在于通过富有冲击性

的电影《加勒比海盗 Ⅰ》中水下抬船片段的引入和

更富有冲击性的科普节目《流言终结者》实验视频

的结尾,前者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讨论需求,后
者则让学生懂得了物理学科回归实验的重要性.若
制作实验模型的课后作业中,加入探究人船质量满

足何种关系时电影镜头可以实现,效果会更佳.
案例5:

在必修课程 ———“静电屏蔽”的教学中,笔者曾

使用电影《见习魔法师》和《加油! 向未来》的视频

片段做了以下教学尝试:

设计思路:让学生观察电影中静电屏蔽的片段,

感受静电屏蔽这一物理规律;通过演示实验深入研

究静电平衡;通过合作与交流,理解静电屏蔽的应

用,并探讨雷雨天气在何处躲避安全.通过视频渗透

科学与人文教育,让学生感受自然之美.
教学目标:能学习并掌握静电平衡的有关知识;

能利用物理规律解释电影《见习魔法师》中符合实

际的地方;能将静电屏蔽的规律应用于生活;能认识

到物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实施:(1)观看电影《见习魔法师》中的片

段(如图7);(2)学生讨论影片中印象深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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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挑选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学生回答男主和

女主在铁笼中竟然毫发无伤,有学生回答放电竟然

可以有音乐和节奏,太神奇了 ……;(4)教师点评学

生的观点;(5)教师演示静电平衡实验;(6)学习静

电平衡;(7)提出问题:雷雨天在户外哪里躲避会更

安全? 大树下、金属伞下还是汽车里? (8)各小组

进行讨论,并派代表说明理由;(9)观看电影《加
油! 向前冲》中的实验视频(如图8);(10)教师点评

小组的发言;(11)小结.

图7 电影《见习魔法师》的片段

图8 科教片《加油! 向未来》的片段

教学反思:本节课利用两个极具冲击性的电影

片段,第一个是《见习魔法师》中男女主人公在铁笼

中欣赏放电“美景”,第二个是《加油! 向未来》中伴

随着车内实验者的尖叫和车外电闪的实验视频[6],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讨论需求,取得了很好的

教学效果.若课堂的讨论能允许学生利用网络进一

步搜索,同时课堂的演示实验也能实现大型化,效果

会更佳.
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要优化教学过程,

就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论是水下抬船

行走的视频还是金属笼中和车内观看放电的视频,

因其视觉和听觉的冲击性,使学生的感官受到了直

接有效的冲击,激发了学生对未知世界探究的兴趣.
在外界视频的刺激和冲击下,人脑迅速对信息进行

感知、记忆、思维,并转化为学习行动,使学生真正成

为学习的主体,促成了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小组的合

作探究.同时,这两则视频,学生几乎从来没有亲眼

看过,因此对学生已有的认知产生了极大的冲突,造
成了其内心的不安,进而产生了一种积极探究的欲

望,使他们带着问题有效地进行课堂学习和研究.

3 小结

“经验之塔”理论告诉我们:“在将现实的感觉

事物一般化的时候起到有力媒介作用的就是半具体

化、半抽象化的视听教材”.电影视频作为现代视听

材料,在物理教学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作用越来越

显著,但同时使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视频

不具有生活情境性,代入感差;有些视频不吸引学

生,无法激发学习兴趣;有些视频与生活严重脱节,

晦涩难懂;有些教师使用视频的目的不正确,寄希望

于视频替代实验,减轻备课.物理学是一门基于观察

和实验的自然科学,它始终引领着人类对自然奥秘的

探索,虽然现在的电影视频已极其丰富,但是在物理

教学中视频永远无法替代实验.希望物理教师在使用

电影视频辅助教学时,掌握好生活性、情境性、冲击性

原则,让电影视频成为新时代物理教学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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