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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课外活动是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以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为出发点,在物理课外活

动中以惯性知识点为参考,加入中国传统元素“舞钻”,让学生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中学习物理,探索科学,拓展学生的

视野,感受古代传统文明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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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课外活动是物理学科传统课堂教育的增补

和延伸,是提升科学素养与培养学生做人、求知、创

新等能力的重要途径.文化,是国家、民族的血脉,是

人民的精神家园.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1],在高中阶

段,以增强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精神内

涵,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在课外活动

中以物理知识点为参考,加入中国传统元素,不但可

以配合课堂教学,扩充学生知识面,还可以让学生在

中华文化的熏陶中学习物理,探索科学,培养学生的

文化自信,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1 联系生活 答疑解惑

  现人教版物理必修一教材中的第四章的内容为

“运动和力的关系”,惯性为该章第1节牛顿第一定

律中的内容.关于惯性的教学中在列举物体惯性在

生活中的表现时,常常会举出这样的例子:当汽车突

然刹车时,人会向前倾倒,当汽车突然加速时人会向

后倾倒.可不少学生基于生活中的经验都会有这样

的一个疑惑,为何转动的电风扇在断开电源之后还

会继续转动几下才会停下? 这是否跟物体的惯性有

关呢? 如果跟物体的惯性有关,为何扇叶是继续转

动而不是做匀速直线运动呢? 虽然在中学阶段并没

有涉及到物体转动惯性的知识,但为了解决学生的

疑惑,加强学生对于物体惯性的理解,教师可以通过

开展课外活动,将物体平动惯性与转动惯性加以区

分与解释,便于学生对物体的惯性树立正确的概念.
为今后的物理学习打下基础.

2 理清概念 梳理事实

  惯性是物体的固有属性,是物体具有的抵抗物

体运动状态变化的“本领”.正如中学阶段已学习到

的惯性: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静止的物体保持

静止状态的倾向,或直线运动着的物体保持匀速直

线运动的倾向,转动惯性即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

下,旋转的物体保持旋转运动的倾向.牛顿第一定律

中的“物体”指的是质点,而在旋转中的物体是不能

看作为质点的,因此旋转的物体并不适用于牛顿第

一定律.

  中学生还处于身心发展不平衡的阶段,认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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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规律,理解物理概念还需要依靠具体实物的支

撑.当教师讲解完有关旋转的惯性时,学生对于这个

概念的理解还较为模糊.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我国古

代一个趣味的利用惯性的工具,就是所谓的“舞钻”,

来扩展学生的视野.

3 引发好奇心 激起求知欲望

  教师可以先向学生展示舞钻的实物,如图1所

示,并且介绍舞钻的用途:舞钻是古代用来钻孔的工

具,是最原始的木工钻.在电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

们祖先便是采用这样的一个特殊工具实现钻孔的

功能.

图1 舞钻实物图

如此奇怪的造型,必然会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学

生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工具究竟要怎么钻

孔呢?

此时教师可以将舞钻竖直置于木板上,用一只

手旋转竖杆并快速压动横板,展示“舞钻”钻孔的整

个过程,并将钻好的孔洞展现给学生.这样一个看起

来简简单单的木头和绳子的组合竟然就能实现钻孔

并且可以单只手就能控制整个过程,既省力又可以

快速钻孔.学生对于这样一个工具的求知欲望被完

全的激发出来,积极地猜测这个工具究竟蕴藏着什

么奥秘可以让使其不停的上下运动,最终实现打孔

的整个过程.

4 逐步分析 深入学习

  在学生思考并积极讨论后,教师这个时候就可

以向学生介绍舞钻的构造.
如图1所示,舞钻是由一个中间有一个孔洞A,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孔洞(孔洞B、孔洞C)的横板和

竖直穿在横板中间的一个竖杆以及两头分别与横板

的两端连接、中间与竖杆的顶端相接的柔性绳和一

块重物所构成.在竖杆靠近钻头的下端,装上一块

重的木头.柔性绳穿过竖杆上端的孔洞D,在同一方

向沿着竖杆下行,下端再分开,分别装在长形横板的

两端孔洞B和孔洞C处.横板中间的孔洞A较大,

竖杆可以很宽松地从这个圆型孔洞A中穿过.
(1)使用前

在开始使用前,先转动竖杆,将柔性绳大部分缠

绕在竖杆上,横板在竖杆上方的位置.将钻头对准钻

孔.如图2所示.

图2 柔性绳缠绕在上方的舞钻

(2)钻孔过程

用手向下压动横板,钻头会受到两条柔性绳转

动竖杆的力量,从而转动起来.当横板已经落到将近

最下方的位置时,不再对横板施加向下的力.由于转

动的惯性,竖杆、重物、钻头还想要继续保持原来的

转动状态,此时两条柔性绳就会向着反方向转动,又

把横板提到上方.然后再用手向下压横板,钻头就又

向原来的方向转动起来,往复运动.

5 加强动手能力 体会物理之美

  在分析完舞钻的结构以及钻孔的原理后,教师

可以提供实验材料让学生亲自动手制作一个简易的

舞钻.教师需提前准备的材料有:一个已经挖好孔洞

的横板(中间一个大的孔洞A,左右两侧各一个小孔

即孔洞B与孔洞C),一个挖好孔洞的圆木棍(靠近

上端位置一个孔洞D,最下方横截面一个孔洞E),一

个挖好孔洞的重物(中间一个比圆木棍尺寸大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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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洞F),一根柔性绳,一根一次性筷子(充当钻头).
制作方法如下:

(1)将圆木棍穿过横板中间的孔洞A与重物中

间的孔洞F,将重物套在圆木棍下方.
(2)将柔性绳分别穿过横板左端的孔洞B,圆木

棍上方的孔洞D,横板右端的孔洞C.
(3)将一次性筷子插入圆木棍下方孔洞E中.
在制作完成简易的舞钻以后,如图3所示,学生

纷纷开始压动横板,使得圆木棍不断地转动起来,进

行“钻孔”.学生间还相互对比谁能让舞钻转动得更

久,更慢停下.可是,有的学生却总是不能使舞钻转

动起来,他们非常疑惑.这时,教师可以帮助那些无

法将舞钻转动起来的同学,在这些同学快要将横板

压动到最下方时轻轻抬起学生的手,大家会惊奇的

发现舞钻又转动起来了.

图3 自制舞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教师可以向学生们解

释:原来在横板到达最下方时,若还是继续给他一个

向下的压力,柔性绳将被绷紧,无法再次缠绕在竖杆

上.所以在横板即将抵达最下方时需要及时撤除对

横板向下的压力,让柔性绳处于松弛的状态,才能使

得舞钻可以持续地转动.教师通过学生们在实践中

发现的问题,可以应时地引入“张弛有度”的道理,自

然而然地将课程思政的教育带入课堂,让学生在亲

自动手参与课外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理解人生道理.

6 结束语

  对于物理知识的教学,教师需要在学生原有的

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其生长出新的认知结构.通

过开展课外物理活动不仅可以引起学生的好奇心,

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促进学生对于物理知识

有更深层的理解,拓展学生的视野,还可以培养学生

多方面的能力,例如在开展活动时的动手能力,与同

学老师们交流沟通时的表达能力等.在教学中加入

课程思政的教育,学生更加明白待人接物的道理.在

课外活动中引入中国古代先人的创造,学生体会到

物理知识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感受到古代传统文明

的魅力所在,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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