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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物理课程要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提升全体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物理学科教学

中通过情境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具有关键作用.八年级物理“摩擦力”的教学中我们通过物理情境

的创设,让学生在情境中自主建构物理概念,融合探究物理规律,感受物理学习的乐趣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成就感,有效地促进了学生正确滑动摩擦力观念的形成和良好科学态度的养成,发展了学生的科学思维,从而达到

了培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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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核
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课

程学习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主要包括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
学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1].课标倡导教师的教学过

程中运用情境化教学手段来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即在教学中充分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有目

的地创设生动具体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建构物

理概念,探究物理规律,解决具体问题.
笔者以人教版八年级物理“摩擦力”一课的教

学为例,阐释如何合理运用情境化教学,帮助学生建

构滑动摩擦力概念,探寻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

素,在跨学科实践中,增强学生实践意识,实现从知

识向能力素养的转化,以学生发展为本促进物理学

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1 “摩擦力”教学案例设计理念

1.1 创设魔法实验情境 激发认知冲突

教师通过自制的实验器材“魔法凳子”(图1)引

入新课:先将凳子中间空管底部用一张白纸封住,再
装上适量河沙和教师的魔法,最后将凳面支架插入

管中,让一位体重较大的学生双脚悬空,坐在凳子

上,展示用一张纸托起一个人的魔术.

图1 “魔法凳子”图

通过创设“魔法凳子”表演,带学生进入到与现

实生活和已有经验相矛盾的情境,让学生产生了强

烈的认知冲突,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瞬间点燃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欲望.学生也自然而然地产生

疑问:“是什么力量将人托起的呢? ”这样的创新实

验情境,也使教师牢牢地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为新

课学习做好充分准备.
1.2 创设生活体验情境 建构物理概念

【情境1】如图2所示,多媒体动态呈现滑草过

程,并设问:运动的滑板最终会停下来,这是为什

么? 学生通过牛顿第一定律的学习,对阻力有了一

定的认识,因此很容易联想到是因为阻力导致滑板

停了下来.接着追问:滑板水平向右滑动,阻力沿哪

个方向? 学生通过已有的知识经验,不难判断阻力

方向应为水平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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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滑草情境图

关注学生最近发展区,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

出发,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运用旧知探索新知,可加

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

效果.
【情境2】如图3所示,让学生将手压在桌面上,

向前滑动,再换用大小不同的力多次体验,并设问:

手在滑动过程中,有什么感觉? 学生通过体验,能够

感受到桌面对手有阻碍作用,并通过问题引导学生

思考:手向前滑动,手感受到的阻碍作用向什么方

向? 通过体验,学生可以判断出手受到的阻碍作用

向后.

图3 滑手情境图

创建体验情境,让学生通过亲身感受、讨论、交
流、概括,初步感知摩擦力的存在及摩擦力的方向,

体会探索新知的过程,从而促进物理概念的建构.
【情境3】如图4所示,动态呈现滑滑梯的生活

情境,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提出问题:滑滑梯时,

是否也会感受到滑梯对身体的阻碍? 引导学生对已

有的生活经验重新加工,探寻蕴含在生活情境中有

关摩擦力的物理知识.

图4 滑梯情境图

通过以上3个情境创设,同时让学生结合生活

经验谈谈类似的生活体验,让学生真实体会感知到

这些情景中相对运动的两物体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阻

力,进而引导学生概括以上生活体验情境的共同属

性,抽象出这个力的本质特点,完成从经验性常识向

物理概念的转变.引导学生建构起滑动摩擦力的初

步概念.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滑动摩擦力的理解,突破滑

动摩擦力的方向这一教学难点,我们将刚才的生活

情境物理模型化.如图5所示,通过滑草、滑手情境

建立平面滑动模型,通过滑梯情境建立斜面滑动模

型.滑板相对于地面向右滑动,滑板受到地面给它向

左的滑动摩擦力,由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地面也会

受到滑板给它向右的滑动摩擦力,可是地面并没有

运动(通常说的运动,一般选择地面或相对地面静止

的物体作为参照物),所以说滑动摩擦力是阻碍运动

的力是不成立的,如果以滑板为参照物,地面相对于

滑板向左运动,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向右,所以说滑动

摩擦力是阻碍物体相对运动的力.同时得出,在研究

滑动摩擦力时,我们应该选择与之接触的施力物体

作为参照物.通过斜面滑梯模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

结论.

图5 滑草、滑手、滑梯模型图

最后,引导学生运用前面的模型分析方法分析

“魔法凳子”管柱竖直方向的受力,揭秘魔术的物理

本质:管柱受到沙子施加的摩擦力从而将人托起的

物理本质.
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创设生活体

验情境,通过学生体验、交流讨论、抽象概括等活动,

最终使学生自主建构起了滑动摩擦力的概念.在教

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将生活情境物理模型化,是一种

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更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

要方面[2].创设基于建模的学习情境,有利于学生模

型思维的发展,让学生会运用物理模型方法研究实

际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推理论证能

力,促进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1.3 创设问题引导情境 探寻物理规律

物理规律的探究需要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猜想假设,并根据问题情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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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有知识制定探究计划,选择符合情境要求的实

验装置进行实验,获取数据,分析形成物理规律,促
进学生主动学习,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3].
在学生建构形成滑动摩擦力的概念后,引导学生思

考:通过前面的活动体验(换用大小不同的力在桌面

上滑动)和大量的生活经验,你认为滑动摩擦力大

小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 为什么? ”学生交流讨论

后作出猜想和假设(可能与接触面的压力、粗糙程

度、面积和相对运动速度有关).根据学生猜想,进一

步提出问题:
(1)要验证自己的猜想,应该怎么办呢? (实验)
(2)实验中我们如何测量滑动摩擦力的大小

呢? (水平匀速拉动时弹簧测力计拉力等于滑动摩

擦力)
(3)要实现水平匀速拉动,教材上的方案可行

吗? 可以怎样改进完善? ”
(4)如何改变接触面的压力、粗糙程度、面积和

相对运动速度? (讨论交流,探寻方法)
(5)滑动摩擦力与多个因素有关,实验中我们

应采用什么方法? (控制变量法)
(6)你能根据教师提供的器材设计出相应的实

验方案吗? (优化、完善实验方案).
通过问题串引导学生层层深入,激发学生的探

索欲望,在问题情境的引导下,学生对比发现教材提

供的测量方法的局限,通过讨论交流,并根据教师提

供的实验器材,自主优化完善实验方案,组装调试好

器材,展开分组实验探究.为每个小组提供自制探究

实验器材(图6),小组同学根据自己的猜想设计实

验并进行实验探究,测得实验数据,分析数据,得出

实验结论.再让小组代表上台分享“我们是如何设计

实验的? ”“通过实 验 探 究 得 到 了 怎 样 的 实 验 数

据? ”“怎样分析处理实验数据? ”“得到了什么样的

实验结论? ”,通过讨论、交流、分享,让学生体会到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乐趣.

图6 自制滑动摩擦力大小探究实验器材图

本节通过创设由浅入深的问题序列,逐步引导

学生质疑创新,探究新知[4].鲍波尔曾说:“正是问题

激发我们去学习,去实践,去观察.”问题情境的创

设,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和探索新知的欲望,有利于

引导学生基于事实的质疑和批判,进而提出创造性

方案的能力培养,对探究物理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1.4 创设跨学科实践情境 培养创新能力

新课标跨学科实践要求加强物理与日常生活、

物理与工程实践、物理与社会发展的联系,通过跨学

科实践,提升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操作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和乐于实践、敢于创

新的精神[1].教学中通过跨学科实践情境创设,以真

实问题的解决为导向,引导学生把课程中形成的物

理观念和科学思维用于分析、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进一步提高探究能力、增强实

践意识、培养创新能力、养成科学态度,促进物理学

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由网易数读网相关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图7),

老人跌倒超过一半发生在家里,主要外因是物体绊

倒和地面滑倒,其中厕所滑倒占到了6.3%,约252
万人,厕所湿滑环境如图8所示.

图7 网易数读网调查统计图

图8 厕所湿滑环境图

通过展示厕所滑倒的数据统计和厕所湿滑环境

创设情境,营造氛围,引导学生结合本节所学知识分

析导致厕所滑倒的主要原因,并思考我们该怎样对

家里的厕所进行改进或装修,来预防厕所滑倒事件

的发生? 厕所防滑问题是建立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

验的基础上提出,新闻报道营造氛围,调动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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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学生踊跃发言.例如:采用防滑地砖、穿防滑

拖鞋、安装防滑扶手等通过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来增大摩擦,也有学生能够想到干湿分离并安装排

气扇、安装防滑凳等方法来增大摩擦.学生将课堂所

学知识、方法运用到实际生活问题的解决,让学生体

验到了物理学习的有趣和有用,也促进了学生正确

物理观念的形成.
通过火车在平直轨道上运动的动态情境(图

9),探究工程上减小摩擦的方法.首先,引导学生运

用前面的模型分析法,将火车在轨道上运动的情境

模型化(图10),对匀速直线运动的车箱在水平方向

上进行受力分析,学生很容易分析出车箱受到车头

的牵引力、轨道的摩擦阻力和空气的阻力.

图9 火车运动情境图

图10 火车水平受力模型图

然后,提出系列问题:(1)根据影响滑动摩擦力

的两个因素,你认为可以怎样减小火车车身与轨道

间的摩擦阻力? (减少接触面的压力,减少接触面的

粗糙程度)(2)你觉得要实现这两个目的,工程上可

以怎么做? (引导学生认识到通过新材料可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减少火车自重,可适当减少接触面的压

力;将火车放在铁轨上可以减少接触面的粗糙程

度)(3)实际的火车是将车厢直接放在铁轨上还是

怎么做的? (滑动变滚动可进一步减小摩擦阻

力)(4)如果想让火车运行过程中的摩擦阻力更小,

你了解的现代技术中是如何实现的? (学生交流分

享认识到现代磁悬浮列车通过电磁技术实现与轨道

分离,使铁轨上摩擦阻力为零;子弹头流线型设计可

进一步减少车身的空气阻力)(5)磁悬浮列车通过

接触面分离实现轨道上的摩擦力为零的方法是运用

了摩擦力中的哪个基本物理知识? (摩擦力产生的

条件:接触才有摩擦)

最后,展示西南交通大学搭建的全球第一个真

空管道超高速磁悬浮列车环形实验线平台,可实现

将列车理论时速提高到1000km以上的科技前沿

知识,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探寻科学真理的激情.
通过生活中厕所防滑和工程上火车运行情境的

分析讨论,实现了新课标跨学科实践的要求.学生将

本节所学的知识和方法用于解决生活中真实的问

题,既让学生进一步加深了物理知识和方法在生活

中的实际运用,也让学生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中

蕴藏的基本物理原理和规律.通过跨学科实践,增强

了学生的实践意识,培养了学生的科学创新能力.有
利于提升学生从物理学的视角解释生活现象和解决

工程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物理观念,
养成良好的科学态度,促进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形

成.通过中国领先全球的高铁技术,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了学生努力学习,探索科学奥

秘的热情,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都围绕实现物理学

科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2 结束语

教学中我们通过创设情境,不仅能够营造良好

的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思考;
更能使学生运用所学模型分析生产生活中常见的物

理问题,发展科学思维.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经历科

学探究的过程,领悟方法,学会知识,发展能力,促进

了学生正确的滑动摩擦力观念的形成,在运用习得

的物理知识和方法去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的过程

中,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实现物理

学与社会发展的有效互动,又提升了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有效地促进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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