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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物体的质量”教学中存在的重难点,围绕提高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渗透项

目化教学的思想,根据物理教学的逻辑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对教材的思路进行提炼,对教材中的素材进行二次加工,
结合真实情境,以问题引导,项目任务驱动进行教学设计.

关键词:质量;问题导向;实验探究;项目式教学

  苏科版八年级物理下册第六章第1节“物体的

质量”中,教材通过信息快递向学生提供了托盘天

平使用说明,并辅以插图来介绍使用托盘天平过程

中常见的错误.学生了解托盘天平的结构并掌握托

盘天平的使用方法是本节课一个重要教学环节.本
节课教师创设真实情境,突出科学探究过程中的“关
键帧”,以问题为导向,促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逐步理解托盘天平测量物体质量的原理及方法,

下面谈一谈本节课的一些具体做法.

1 在发现中理解物理知识 形成物理观念

教学片段1:教师出示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物体,

如玩具、生活学习物品、厨房里的锅和铲等实物,引
导学生发现它们的异同点,PPT演示文稿呈现图

片,如图1所示.

图1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常见物品

师:老师手里拿的两只小黄鸭玩具,你们知道它

们是由什么材料做的吗?

生:塑料.
师:这两只小黄鸭哪一只所需的塑料多呢?

生:较大的小黄鸭所需的塑料更多.
师:(b)(c)两幅图中的两个物体又有哪些相同

点和不同点呢?

生甲:(b)图中的汤匙和回形针都是铁做的,但

是汤匙所需的铁更多.
生乙:(c)图中的锅和铲都是铜做的,但是锅所

需的铜更多.
师:同学说到的塑料、铁、铜都是组成物体的各

种物质,通过刚才的活动我们可以发现,生活中的物

体都是由各种物质组成的,同种物质可以组成不同

物体,同一物体也可以由不同物质组成,物质组成了

丰富多彩的世界.物体所含的物质有多有少,物理学

中我们将物体所含物质的多少叫做物体的质量,通

常用字母m 来表示.
片段1的学习活动中,教师引导学生在发现中

建立质量的概念,理解物体、物质、质量等知识,并初

步形成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是

多样的、可观测的等物质观念.

2 在真实的情境中体验 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片段2:如 何 比 较 两 个 物 体 的 质 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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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呢?

生甲:用两只手分别拿着两个物体,用手“掂量”

进行比较.
师:给你一个乒乓球和金属块,你来试试?

生甲:金属块质量大.
师:那么请你再来比较一下金属块和橡皮泥的

质量谁大(金属块和橡皮泥的质量差异很小)?

生甲:判断不出来了.
师:刚才的场景说明同学甲的方法对于质量差

异较大的两个物体是可行的,但对于质量差异较小

的物体就不可行了,而且靠感觉来比较也不是非常

准确,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生乙:用一块橡皮垫在钢尺的中点,将两个物体

分别放在钢尺的两端.
师:用你的方法比较一下刚才的金属块和橡皮

泥的质量大小.
学生乙在操作过程中发现橡皮和钢尺接触的面

积太大,进而换成较细的笔垫在钢尺的中点处,顺利

地比较出金属块和橡皮泥的质量大小关系.
师:约在公元前年5000年埃及就有了比较物体

质量的办法,和同学乙的方法及其相似.人们找来一

根细长的石条,在石条的中间和两端分别钻孔,然后

穿上绳子,从中间悬挂起来.
PPT演示文稿呈现图片,如图2所示.

图2 比较物体质量

情境具有直观生动呈现知识、展现知识在生活

中实际应用场景的重要功能,通过创设具体的物理

教学情境,教师能够有效增强课堂的生活气息,并营

造出良好的课堂氛围,从而有效调动学生展开创造

性思考和实践[15].片段2突出在真实问题情境中引

导学生主动去探索,体现了物理学科是以实验为基

础的学科,凸显了物理课程的实践性,学生在实验探

究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通过该片段学生了

解人类古代科技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能

从物理学视角形成关于物质是可观测的认知.

3 在发现中进行方法的完善 提升科学思维

教学片段3:如何利用这样的装置比较两个物

体质量的大小呢?
情境:教师用手握住横杆在水平位置静止,将金

属块和橡皮泥(金属块的质量略大于橡皮泥)分别

放在左右两端的托盘中.教师自制托盘天平的毛胚

如图3所示.

图3 自制托盘天平

问题1:如果金属块质量较大,老师松手后会看

到什么现象?
猜想与验证:教师演示,学生观察到金属块一端

(左端)果然下沉了,认同金属块的质量较大.
情境:教师再次用手握住横杆在水平位置静止,

请一个同学对调金属块和橡皮泥的位置.
问题2:如果老师松手后会看到什么现象?
猜想与验证:学生根据刚才的结论猜想还是放

金属块的一端下沉,放橡皮泥的一端上升.教师松手

后,却发现是橡皮泥一端(左端)下沉.
问题3:两次矛盾的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导

致的?
猜想与验证:可能是我们使用该装置时有不合

理的地方.教师握住横杆在水平位置静止,两边不放

物体,松手后让学生观察,结果还是左端下降.说明

这样使用装置进行质量的比较不合理,不合理处是

横杆两端不放物体时,横杆左端仍会下降.
问题4:如 何 处 理 就 可 以 使 刚 才 的 方 法 更

合理?
学生总结:横杆两端不放物体时,横杆应该能在

水平位置静止.
教师介绍:为了更准确地表述,我们把横杆称为

“横梁”,横杆在水平位置静止称为“横梁水平平衡”.
问题5:有什么办法让这样的横梁在水平位置

平衡?
结合小时候玩过的跷跷板游戏(PPT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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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跷跷板游戏场景),大家可以相互讨论.
学生交流得出:在横梁两端安装两个螺丝,哪边

上升就把螺丝往哪边调,把高的一端压下来.
教师总结:这样的两个螺丝我们称为“平衡螺

母”,老师现在给这根横梁两端装上平衡螺母,请一

位同学将横梁调节到水平平衡.
问题6:横梁现在在水平位置平衡了吗? 为什

么说横梁水平平衡了?

学生答出横梁水平平衡了,但说不出判断依据.
教师演示:在横梁中点处贴一个和横梁垂直的

指针.
问题7:如何判断横梁水平平衡?

学生回答:指针和铁架台的竖杆重合就说明横

梁平衡了.
问题8:教师用手拨动横梁,在横梁摆动过程中

如何判断横梁最终能否在水平位置平衡?

学生较难判断出来 ……

教师在横梁后方放置一个带均匀刻度的纸板,

引导学生观察指针在纸板上中央刻度线左右摆动幅

度,进而得知:这个纸板称为分度盘,指针在分度盘

中央刻度线左右摆幅相等就说明横梁平衡了,分度

盘其实就是一个参照物.
教师总结:刚才我们不断完善的过程其实就是

托盘天平的演变过程,时至今日天平发展到今天已

经是比较精密的测量工具了.
托盘天平各部分和整体结构PPT演示文稿呈

现图片如4所示.
问题是一切思维活动的起点,通过向学生提出

问题,教师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展开思考和探究,为他

们提供明确的学习方向,并真正将他们还原为物理

学习的主体,提高其在课堂中的参与程度[2].片段3
突出问题导向,在真实问题情境中完成托盘天平的

毛坯打造,在学生完成项目式学习过程中,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本领和科学思维能力.学
生通过观察现象,在认知冲突中发现物理本质,不断

完善科学方法,从感性认知不断走进物理分析,通过

解决问题方案的设计和交流,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

能力并促进学生科学思维的提升.

图4 托盘天平演变过程及整体结构

  

4 在实践中激活物理知识 强化科学态度

教学片段4:如何利用托盘天平测量物体的质

量呢?
此环节设计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让学生

充分去摸索尝试如何使用托盘天平测量物体的质

量,有了之前托盘天平的“毛胚打造”过程,结合小

组的协同学习,在大多数学生测出物体的质量后,教
师设置了以下几个问题:

(1)你们怎么增减砝码的? 随机无序还是从大

到小? 哪一种方法更合理?
(2)物体是随机放在左盘或右盘的吗? 若放左

盘怎么操作? 若放右盘怎么操作?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总结得出:
第(1)个问题很快可以从效率角度达成共识,

即增减砝码时应该由大到小进行.

第(2)个问题学生出现两种操作:1)物体放在

左盘时,物体质量等于右盘砝码总质量加上游码示

数.2)物体放在右盘时,物体质量等于左盘总质量

减去游码示数.
师:因为横梁标尺的零刻度在最左边,这和刻度

尺一样是为了方便人们读数;游码往右移相当于往

右盘里增加质量,所以右盘里应该放砝码.虽然两种

方法都可以得出物体的质量,但从测量工具使用规

范角度来说,我们还是采用第1)种方法.
教师演示:
(1)低熔点金属的熔化凝固;
(2)橡皮泥形状改变;
(3)同一物体地理位置发生变化.
学生讨论物体质量是否发生变化.
总结:物体的形状、物质的状态和地理位置发生

变化时,质量并不改变,所以质量是物体的物理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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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性评价应围绕核心素养的达成和学业质量

标准的具体要求,创设真实且有价值的问题情境,及
时有效地反馈评价结果,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和激

励功能,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3].片段4中,教
师为学生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展示学生的归纳总

结、知识理解、任务达成、语言表达、个性特长等.这
是非常精彩的环节,心智的灵光闪现,思想火花的碰

撞,激发所有学生深思和欢笑,在实践过程中激活物

理知识,并体验成功的喜悦,展现出课堂的生命力所

在,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与

思维品质.

5 教学反思与自我评价

本节课以问题为核心规划学习内容,让学生围

绕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不仅仅让学生知道“是什么”,

还让学生知道“为什么”.在设计学生活动时,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层层推进,引导学生构建质

量的概念,并且在探究如何测量物体的质量教学过

程中,帮助学生从感性认识走向理性分析.教学过程

基于布鲁纳提出的“发现教学法”,不是将学习的内

容直接提供给学生,而是向学生提供一种问题情境,

让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理和结

论,注重提高学生核心素养,渗透项目化教学思想,

有助于促进学生将知识向能力转化,将理论应用于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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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TeachingOrganizationandEvaluation
ReformofOnlineandOfflineBlended

TeachingofCollegePhysics

LIULinghong HEMengdong WUGuihong ZHUYanhua
(CollegeofScience,CentralSouthUniversityofForestryand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

Abstract:Basedonthereformanddevelopmentofteachingsubjects,teachingresourcesandteachingmedia
inthe“Internetplus”age,anewteachingmodecombining“online”teachingwithtraditionalface-to-faceteaching
ofcollegephysicshasbeencomprehensivelyconstructed.Thisteachingmodecloselylinkstheonlinewiththe
offlineparts,andaccuratelygraspthethreekeysectionsofself-studybeforeclass,knowledgeinternalizationin
class,andadvancedthroughself-reflectionafterclass,soastoenhancestudents′awarenessofself-study,cultivate
theirinnovativespirit,andimprovetheirpracticalability.Incombinationwiththerequirementsofcurriculum
construction,thispaperputsforwardtheconceptsofpreciseevaluationanddynamicevaluation,andgivesspecific
implementationplansandquantitativeindicatorsforthecurriculumevaluationofblendedteaching.Itisaimedto
improvetheexistingevaluationsystem,andeffectivelyimprovetheteachingeffect.

Keywords:collegephysics;blendedteaching;teachingorganization;course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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