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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复习课上提升学生物理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通过真实的“绳加

水”情境的铺设,让学生形成模型建构能力,再将模型建构能力链接为图像运用,针对学生的认知水平科学地设置

不同能力层级的挑战,促进学生物理观念的有效理解与生成,有效训练科学思维,引导关键能力提升,学会从解题向

实际情境问题解决的转化,从一般思维向高级思维转化,从常规学习向深度学习转化,不断凝练物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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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复习课是在新授课的基础上的升华,旨

在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发展学生能力,提升学生物

理核心素养.《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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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将习题中“绳加水”这一类

浮力压强综合题,以真实情境呈现,以问题情境作

为背景,以任务为中心活动场域,让学生在探索真

实问题解决上建构物理模型,从“模像直观”到“现

象直观”再到“模型建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文通过原创例题一题多问(10小问)的形式呈现

思维进阶过程,设置课后练习,拓展加水模型问题

以及图像题,最后落脚中考真题,达到学以致用的

效果.

1 情境创建 铺设问题台阶

通过对“绳加水”模型的现场呈现,将学生从想

象式思维转向直观观察.图1为加水过程截图,通过

加水过程的呈现,引导学生观察水位变化情况、物体

受力情况、物理运动情况、临界状态的出现等;通过

加水过程临界状态的标注,帮助学生学会分析各阶

段的受力特点、运动特点,从动态过程到静态过程,

搭建模型建构的阶梯.

(a) (b) (c) (d)

图1 加水过程

2 习题进阶 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中考物理复习,旨在帮助每一位学生在复习过

程中都有所收获,根据学生能力差异,设定不同层级

的挑战习题作为载体逐步展开.让学生在已有的认

知基础上更好地跨入下一阶梯,建立起新的最近发

展区,同时进阶式习题设计也有利于完善学生知识

的建构,在分析、解决问题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能力.
首先,对已有知识进行回顾,建立起新旧知识的

联结,形成物理观念,为后面的复习实现“有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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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关知识链接示于图2中.
接着设计如下4个习题挑战.
挑战一:对应第一个临界状态,让所有学生学会

运用题干信息,根据实物情境分析和所学公式完成

浮力的简单计算;

挑战二:对应第二个临界状态,引导学生进行受

力分析,学会液体压强的计算,形成模型建构能力;

挑战三:对应第三个临界状态,通过过程分析加

水位置,再到临界状态受力分析,让绝大多数学生学

会固体压强的求解和对比液体压强求解方式的不

同,再继续加水对应第四个临界状态,建立完整的加

水全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挑战四:经过完整习题进阶过程,从实物直观到

模像直观建立这一加水模型.
最后将加水模型具化为图像的自我建构,学

会根据所看、所学、所思画出物体所受浮力随加水

体积的变化图像,进而迁移到画出容器底部所受

水的压 强 随 水 深 度 变 化 的 图 像 等(图 像 绘 画 未

赋予横纵坐 标 物 理 量,旨 在 拓 展 不 同 的 思 维 方

法).

图2 知识链接

3 加水模型情境设置

  如图3(a)所示,一个底面积为300cm2、高22

cm、重3N,不计外壁厚度的柱形容器放在水平桌面

上,容器中放置着一个底面积为100cm2、高为12

cm的均匀实心长方体木块A.A的底部与容器底用

一根长度L=8cm的细绳连在一起.现慢慢向容器

中加水,当加入1.8kg的水时,木块A对容器底部

的压力刚好为零,此时容器中水的深度为9cm,如

图3(b)所示.

图3 柱形容器中的木块A对底压力为零

挑战一:

(1)当木块A对容器底部的压力刚好为零时,A
受到的浮力.

(2)木块A的密度.
挑战二:

(3)如图4所示,需要再加入多少水才能使细绳

刚好伸直? 此时容器底部受到水的压强是多大?

图4 加水后木块A底部的细绳刚好伸直

挑战三:

(4)如图5所示,若从木块A刚好漂浮开始,再

加入体积为3000cm3 的水,求出此时液面高度、容

器底部所受水的压强以及容器对桌面的压强.

图5 从木块A刚好漂浮开始再加入体积为3000cm3 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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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4)中,木块浸入水中的体积为多少? 木

块所受绳子的拉力为多少? 受力分析如图6(a)

所示.
(6)如图6(b)所示,在(4)中,若将绳子剪断,

木块静止后,求水对容器底的压强变化量.

图6 加入3000cm3 水后A的状态

(7)在(4)的基础上,继续加入多少水,才能使

容器中的水刚好不溢出? 此时容器底部所受水的压

强多大?

(8)如图7所示,若从木块A刚好漂浮开始,再

加入体积为4500cm3 的水,此时容器对桌面的压

强为多少?

图7 从木块A刚好漂浮开始再加入4500cm3 的水

挑战四:

(9)画出木块所受浮力随加水体积的变化图像

(图8).

图8 木块所受浮力随加水体积的变化

能力进阶:

(10)画出容器底部所受水的压强随水深度变

化的图像(图9).

图9 容器底部所受水的压强随水深度的变化

4 对标中考 学以致用

中考试题注重学生能力的甄别,起着甄别和

选拔作用[2].中考复习习题的功能则是完善学生

的知识结构,学会运用知识解决问题.通过例题的

学习,学以致用,对标中考试题,让学生从会做一

道题到会做一类题,再到会更好地解决中考试题

的这一思维能力的进阶.根据这一特点,建立了课

后习题的补充和中考试题的解答.习题的补充注

重知识的巩固和迁移,以能力提升模式为不同层

次的学生设置不同的问题,同时设置放水这一逆

过程起到举一反三的迁移,以中考真题的呈现、反

馈所学知识和能力检测设置习题,促使学生核心

素养的真正落实.
【模型拓展】一个底面积为400cm2、重5N、足

够深的圆柱形容器放在水平台面上,容器底部有一

个可关闭的阀门,容器内原装有30cm深的水.再将

一个质量为2.5kg、边长为10cm、质量分布均匀的

正方体物块用上端固定的细绳吊着浸入水中,物块

静止时有1
5

的体积露出水面,如图10所示.求:

(1)此时物块受到的浮力;

(2)若细绳能承受的最大拉力是20N,打开阀

门,水缓慢流出,当绳子断的瞬间,水面在放水过程

中下降的高度;

(3)若细绳断的瞬间立即关闭阀门,当物块静

止时水对容器底的压强.
能力提升:

(4)如图10(b)所示,若原装有35cm 深的水,

底部出水口以100cm3/s的速度排水,物体所受拉

力随时间变化如图10(c)所示,经过20s,绳子断

掉,立即关闭阀门,求:该绳子能承受的最大拉力;物

体静止后,容器对桌面的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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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垂吊物块在水中及拉力变化

【中考链接】(重庆中考2020年物理B卷19题)

如图11所示,底面积为200cm2、重为10N的薄壁

柱形容器,放在水平桌面上,把边长为10cm的实心

正方体A(不吸水)用细线悬挂固定在容器正上方

静止时,正方体A有3
5

的体积浸入水中,此时容器

内水深12cm,已知正方体A的密度ρA =3.0×103

g/cm3.求:

(1)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

(2)正方体A受到的浮力大小;

(3)解开细线,将正方体A缓缓放入水中,待正

方体A静止后(容器中的水未溢出),容器对桌面的

压强.

图11 重庆中考2020年物理B卷19题图

5 结论

通过真实情境的呈现,设置不同层级的挑战,让

学生从物理情境中获取有效信息,基于对客观信息

的提取,已有知识内容的链接,以学生思维方式来优

化物理习题教学的方法与举措,最终达到以观念为

背景、科学思维为方法、科学探究为过程、落实科学

态度与责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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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ingonKeyAbilitiesand
CultivatingPhysicalCoreAccomplishment
———TakingtheRopeModelforComprehensiveCalculationof

BuoyancyandPressureasanExample

YANGTing LIJian MOUYinyong
(ChongqingYucaiSecondarySchool,Chongqing 400050)

Abstract:Itisanimportantlinkintheteachingprocesstoimprovestudents′corephysicalliteracyand

cultivatestudents′keyabilitiesinthereviewclass.Thispaper,throughthelayingofthereal"ropeandwater"

situation,enablesstudentstoformthemodelconstructionability,andthenlinksthemodelconstructionabilityto

imageapplication.Aimingatthecognitivelevelofstudents,itscientificallysetsthechallengesofdifferentability

levels,promotestheeffectiveunderstandingandgenerationofstudents′physicalconcepts,effectivelytrains

scientificthinking,Guidetheimprovementofkeyabilities,learntotransformfrom problem -solvingto

problem-solvinginactualsituations,fromgeneralthinkingtoadvancedthinking,fromconventionallearningto

deeplearning,andconstantlyrefinethecorequalityofphysics.

Keywords:buoyancypressure;ropemodel;coreaccomplishment;advanced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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