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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速度”是初高中物理课程中都涉及的运动学重要概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从不同学段对同一概

念的定义差别出发,在真实情境中巧设概念冲突,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形成稳定正确的物理运动观念,增强学生

在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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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牢固的物理观念是学生养成物理核心素

养,奠定终身发展的基础.“速度”以及与之相关的

系列概念,在运动学知识体系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诸多高中物理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围绕质点的

运动,创设一定的物理情境,试图将运动学中的“速

度”“瞬时速度”“速率”“瞬时速率”“平均速度”“平均

速率”等概念辨析清楚,但教学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学生在教师苦心孤诣的引导下,经过新课学习后,将

初高中阶段对于“速度”概念的认知混为一体,对一

系列概念的认识更显混沌,遑论对日常生活中客观

物体的真实运动和课本概念进行一一对应.

1 “实然”误区———假情境孕育伪冲突的教学误区

将质点模型还原为生活中常见物体,并假设出

该物体特征鲜明的运动,成为教师在预设情境时不

谋而合的选择.通常的教学流程是,教师设定3种常

规运动速度不同的物体,配合设置的数据,引导学生

在比较物体运动快慢时,自然而然地使用位移与时

间比值这一速度的定义式,最后借助习题总结,进行

概念陈述.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

“接受”了“速度”概念,教师在此基础上顺利进入后

续阶段“瞬时速度”“平均速度”等概念的教学环节,
类似的习题情境如表1所示.

表1 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

      问题情境 初位置/m 末位置/m 经过时间/s

A.自行车沿平直道路行驶 0 200 40

B.公共汽车沿平直道路行驶 0 200 20

C.火车沿平直轨道行驶 50 550 20

 问题探究:

(1)比较A和B,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 快;

(2)比较B和C,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 快;

(3)比较A和C,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 快

  自行车、公共汽车、火车的运动在生活中司空

见惯,教师试图用3车比速的例子,引导学生比较位

移与时间均存在差异时,三者运动的快慢,为了与初

中阶段“速率”概念形成冲突,题中还特意使用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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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不同时刻位置坐标的形式,先计算Δx,再除以

时间间隔.生活情境与认知冲突兼备,类似的例题看

上去并无不妥.然而,新课教学过后,学生脱离教材

和例题,分析实际的机械运动时,问题解决能力并没

有出现明显的提升,看似与生活紧密联系的课堂教

学,是否存在与生活的脱节?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问题“假情境”.教师在频繁地将质点运

动设置在“平直公路”“百米跑道”“直线”路线中,此
类设定的优点在于,将问题进行高度简化,学生在探

究题目中给出的问题时,解题难度极大地被降低.而
弊端在于,概念教学作为单元教学的基础,是学生对

新知识的初步接触,理应与实际接轨,将生活的真实

情境进行一定程度的再现,习题训练的最终目的是

使学生能够在面对不同问题时,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见招拆招,揭示问题本质,用所学知识应对并解决问

题.如果习题过分强调了参考系的平与直,对生活场

景进行高度精简,最终呈现的结果是,习题仅是对学

生头脑中“速率”概念进行再次强化.
其次是概念“伪冲突”.在不适宜的情境中,学生

在比较不同物体运动快慢时,看似产生了“位移除以

时间”与“路程除以时间”的计算方式差异,速率的

计算公式被摈弃,速度的定义式在概念冲突中诞生,

但实质上,此类问题中位移的大小与路程全然相等,

加之生活中的场景使用“速率”概念的概率远超出

使用“速度”概念的概率,学生计算的结果仍然是物

体的速率大小,因此这类概念冲突的本质实为旧概

念的巩固.教师强行将“速率”问题的解决划归为

“速度”,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满堂问”,反而对学

生理解真正的速度概念造成阻碍,使立足真实情境

的概念教学流于形式.

2 “应然”前沿———高科技结合新应用的多元课堂

注重课程的时代性,关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需求[1],是高中物理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相关调查

显示,就如何选择合适的媒介来体现物理科技文化

教育这一问题上,教材内容、科技成就、教学活动分

别得到了58%、16%、13% 的中学物理教师支持[2],

但在实际使用教材进行授课时,教师和教研员对高

中物理教科书在“情景与学生经验”方面的评价分

值低于总体16个评价维度的平均分值[3].可见,教
科书被赋予了强烈的育人期待,并且尚具备可观的

学科价值挖掘的空间.那么,就“速度”这一节而言,

如何利用好教科书中呈现的物理科技内容,在其基

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拓展延伸,使概念教学更为完

备呢? 不妨对现行主流教材在对应章节内容上的尖

端科技成就展示的部分进行对比,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版本教材对最新科技成果的呈现对比

教材版本 文内栏目 介绍事例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年6月)
科学漫步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7月)
科学书屋

卫星定位导航系统

激光测速仪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9年8月)
资料活页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交通区间测速系统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9年9月)
课外阅览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可以发现,卫星导航系统因其具备的定位、导
航、测速多重功能成为了教科书编写阅读材料时的

热门举例.GPS导航功能配合手机地图软件的使

用,让学生在手持智能通讯设备的前提下,能够轻松

获取两地之间的交通路线,并利用手机实时导航.遨
游天际的卫星与手机软件的相互配合过程,其本质

包含了质点模型的建立、极短时间内质点的位移统

计、速度测算等步骤.从本质上讲,无论相应的物体

运动轨迹是直线或是曲线,卫星基于GPS高精度定

位结果来进行车辆测速时,采用的计算方式都是用

车辆在短时间的位移与时间的比值dr2
dt =12h

(r3 -

r1),而非路程与时间的比值来表示速度[4],利用位

移和时间间隔求解的速度切实来自生活,比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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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假设的“直线”“百米跑道”“平直公路”上发生

的机械运动更具说服力.遨游天际的导航系统与日

常出行的人群之间的信息传输,既能够展现现代科

技成果的应用,又能将运动学的概念知识与生活建

立联系.

3 “优化”路径 ——— 真问题和多联动的深度学习

学生头脑中并非白纸一张,而是带着经验开始

新概念的学习,想要精准地制造概念冲突,教师创设

的情境必须真实可信,物理课堂不仅要“走近生活”,

更要“走进生活”,引导学生基于问题、基于挑战、基
于项目进行探究式学习.GPS定位系统的使用,作
为问题链的培养皿,能够有效地将教材中高度浓缩

提炼的物理学科成果,有目的地进行倒转,恢复成原

汁原味的真实问题,帮助学生亲身体验经历知识的

发现与建构过程[5].以“速度”及相关概念的新课教

学为例,教师不妨在课堂上做如下教学尝试.
步骤1:甲同学在不熟悉路线的情况下,想要驱

车从湖北省天门中学出发,前往天门南火车站,他应

该怎么做? (学生展开讨论)

行动建议:甲同学在智能手机上打开“高德地

图”APP,搜索火车站.搜索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手机搜索结果

提出问题:导航界面显示有3条建议路线,不同

路线显示的“44公里”“43公里”是什么含义?
学生解答:结合路线示意,此处的“44公里”“43

公里”应当是路程而不是位移.
步骤2:甲同学驱车出发,由于不熟悉路线,为

了保障生命和驾驶安全,他可以怎么办?
行动建议:在行车途中使用手机实时导航.
提出问题1:行至某处,手机导航界面如图2所

示.图中并未显示甲同学所驾驶的车型和具体大小,

而是有一个蓝色箭头随着车辆的移动而移动,作何

解释?

图2 行至某处手机导航界面

学生解答:蓝色箭头可以看作是GPS系统及手

机软件将甲同学和车辆视作一个质点,箭头的方向

是车辆运动的方向,箭头的移动代表了车辆的移动.
提出问题2:(追问)图中蓝色箭头与终点之间

连接的红色线段有何用意?

学生解答:红色线段表示起点到终点的有向线

段,应当理解为对应位置到终点之间的位移.
提出问题3:(追问)图中绿色的曲线表示未行

驶的路程,灰色曲线表示已行驶的路程,在行驶过程

中,手机如何绘制车辆已行驶的路线?

学生解答:GPS系统对车辆在极短时间内的位

移进行定位,用线段连接两处位置,如此重复,即可

得到车辆已行驶路线.
步骤3:导航软件带有测速功能,某时刻,手机

显示车辆速度如图3所示.经过对比,甲同学发现手

机显示的速度与驾驶室内仪表盘显示速度有细微

差别.

图3 手机显示车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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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为什么仪表盘的速度与手机界面显

示的速度并不是完全一致?

学生解答:因为手机显示的是瞬时速度,由卫星

对车辆在极短时间内的位移与时间间隔比值进行计

算得出,而车内仪表盘显示的是行车速率,由极短时

间内的路程与时间间隔的比值计算得出.
步骤4:甲同学在行驶过程中,注意到路边有区

间测速的指示牌.
提出问题1:区间测速系统通过在同一路段两

个相邻的监控点架设两台摄像机,建立监控分车道

抓拍系统,对监测区域内的通行车辆进行测速.区间

测速的原理如何?

学生解答:区间测速计算方式是v- =s
t
,测的是

平均速率.
提出问题2:(追问)假设甲同学驾车在里程长

度为5km的区间测速路段行驶,区间测速的超速标

准为70km/h,最终甲同学安全通过区间测速区域,

那么他在行驶过程中存在超速可能吗?

学生解答:甲同学有可能超速,因为平均速率不

超过70km/h,瞬时速率也可能超过70km/h,仍然

存在驾车安全隐患.
提出问题3:(追问)可以怎样减小司机先加速

后减速的侥幸心理,更好地保证驾驶安全?

学生解答:可以缩短区间测速的距离,设置更多

的测速路段,并将区间测速与固定测速、流动测速、

GPS测速补充使用.
这一教学片段包含4大步骤,10个问题,以生活

中人们使用手机导航驾车出行的原始物理问题为载

体,采用逐步深入的问题链模式,使学生思路逐步外

显,培养学生综合应用多种概念解决问题的学科能

力,相应的设计意图如图4所示.

图4 教学步骤的进阶流程图

这一系列的问题具备出现频率高(生活常见)、

体验指数高(情境熟悉)、概念占比高(考查全面)等

“三高”特点,与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较高层次

的学业水平“具有清晰、系统的物理观念,能从物理

学的视角正确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能灵活应用所

学的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有效指导工作和生

活实践.”[7]紧密契合,其中步骤2对应着点动成线

的数学知识,步骤4对应着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的践行,将物理学科内容与其他学科形成有效联动.

4 结束语

本文从课堂中存在的常见教学误区入手,对“速
度”及相关概念的教学活动从实然、应然、优化3个

角度进行探析,研究思路如图5所示.“速度”一节中

系列的概念与生产生活的联系不可谓不密切,教师

如何用好教科书,结合好生活事例,制造初中与高中

对于同一概念的冲突,使学生产生浓厚学习兴趣,带
着好奇从生活经验出发去探究实际问题,最后将提

炼出的物理模型结合科学思维回归真实情境进行问

题解决,是检验学科核心素养是否落实的重要标准.
在对课程进行设计时,教学情境的真实性决定了学

生的物理观念在头脑中的稳固性,问题链的设计亦

有利于科学探究能力与科学思维的培养.

图5 “速度”概念教学的误区、前沿、路径的双向联动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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