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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介绍的方法不用,学生的解法多种多样,这次教学意外给笔者三点启示:一是不能把高一学生当

高三学生教;二是应当持续保护和开发学生原创性思维;三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习题教学的价值应该得到

充分的认识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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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缘起

在“自由落体运动”复习课上,为帮助学生进一

步加深对自由落体运动性质的理解,灵活运用自由

落体规律解决生活情景下的实际问题,笔者安排了

下面这道例题.
【例题】如图1所示,一滴雨滴从离地面20m高

的楼房屋檐自由下落,下落途中用Δt=0.2s的时间

通过一个窗口,窗口的高度为2m,g取10m/s2,不
计空气阻力,求:

(1)雨滴落地时的速度大小;
(2)雨滴落地前最后1s内的位移大小;
(3)屋檐离窗的上边框的距离.

图1 例题题图

在高一(4)班上课时,笔者引导学生审题、分
析、建构解题思路,对难度较大的第(3)问,明确给

出以下提示:设屋檐离窗的上边框的距离为h,则雨

滴落至窗口上边框的时间

t1= 2h
g

落至窗口下边框的时间

t2= 2(h+2)
g

据题意,列方程

2(h+2)
g - 2h

g =0.2

求解.
接着在高一(2)班上这节课,课堂因故中断,例

题变作业留给学生课后自主完成.批阅(2)班这道

作业题,五花八门的解法引起笔者的关注和兴趣,认
真梳理了一下,整理出4种主流解法.现收录于下,

与同道分享.

2 例题解法

解法一:(1)由v2=2gh得到雨滴落地时的速度

大小

v= 2gh = 2×10m/s2×20m=20m/s
(2)由v=gt得雨滴落地时间

t=v
g =20m

/s
10m/s2=2s

雨滴从屋檐自由下落1s末的速度大小

v1=gt1=10m/s2×1s=10m/s
因此雨滴落地前最后1s内的位移大小

x=v1t2+12gt
2
2=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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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雨滴通过窗口上边框时的速度为v′,对
雨滴通过窗口的过程运用位移公式

Δx=v′Δt+12gΔt
2

有

v′×0.2s+12×10m/s2×(0.2s)2=2m

解得

v′=9m/s
雨滴从屋檐自由下落到窗口上边框的时间

t′=v′
g = 9m/s

10m/s2=0.9s

屋檐离窗的上边框的距离

h′=12gt′
2=12×10m/s2×(0.9s)2=4.05m

解法二:(1)据h=12gt
2 得雨滴从屋檐下落到

地面的时间

t= 2h
g = 2×20m

10m/s2 =2s

雨滴落地时的速度大小

v=gt=10m/s2×2s=20m/s
(2)第1s内雨滴下落的位移大小

h1=12gt
2
1=12×10m/s2×(1s)2=5m

第2s内亦即雨滴落地前最后1s内的位移大小

h2=h-h1=20m-5m=15m
(3)设雨滴从屋檐自由下落到窗口下边框的时

间为t′,则有

x′=12gt′
2 (1)

x″=12g
(t′-0.2)2 (2)

又

Δx=x′-x″=2m (3)

联立式(1)~ (3)解得

t′=1.1s
由式(2)得屋檐离窗的上边框的距离

x″=12×10m/s2×(1.1s-0.2s)2=4.05m

解法三:(1)由v2=2gh 得雨滴落地时的速度

大小

v= 2gh = 2×10m/s2×20m=20m/s

(2)由v=gt得雨滴下落的总时间

t=v
g =20m

/s
10m/s2=2s

则雨滴落地前最后1s内的位移大小

x=12gt
2-12g

(t-1)2=15m

(3)雨滴通过窗口的平均速度

v- =ΔlΔt=2m0.2s=10m/s

设雨滴落到窗口上边框时的速度为v1,落到下

边框时的速度为v2,据平均速度关系式

v- =v1+v2
2

有

v1+v2=2v- =20m/s (4)

设雨滴落到窗口上边框的时间为t1,则有

v1=gt1 (5)

v2=v-g(t-t1-Δt) (6)

联立式(4)~ (6)解得

t1=0.9s
屋檐离窗的上边框的距离

h1=12gt
2
1=12×10m/s2×(0.9s)2=4.05m

解法四:(1)雨滴自由下落,据v2=2gh 得雨滴

落地时的速度大小

v= 2gh = 2×10m/s2×20m=20m/s
(2)雨滴从屋檐下落到地面的时间,据v=gt得

t=v
g =20m

/s
10m/s2=2s

雨滴从屋檐下落1s内的位移大小

h1=12gt
2
1=12×10m/s2×(1s)2=5m

雨滴落地前最后1s内的位移大小

h2=h-h1=20m-5m=15m
(3)雨滴通过窗口的平均速度

v- =ΔxΔt=2m0.2s=10m/s

此速度即为雨滴通过窗口中间时刻的速度vΔt
2
,此时

雨滴的下落时间

t′=
vΔt
2

g =10m
/s

10m/s2=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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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距离恰为h1=5m.
这个中间时刻雨滴的位置距窗口下边框的距离

h3=vΔt
2
·Δt
2+12g

Δtæ

è
ç

ö

ø
÷

2
2

=1.05m

距窗口上边框的距离

h4=Δx-h3=2m-1.05m=0.95m
故屋檐离窗的上边框的距离

h5=h1-h4=5m-0.95m=4.05m

3 教学启示

3.1 不能把高一学生当高三学生教

(2)班的作业中,笔者没有看到在(4)班提示的

那种解法.带着疑惑,开始批阅(4)班的作业.总以

为,笔者所推介的方法应当成为(4)班的主流解法,

因为课堂上已对这种方法作了点拨.可结果完全出

乎预料,大多数学生的解法与(2)班类似,极少学生

采用笔者所希望的解法.笔者推介的方法直击所求

量,比起学生作业中的各种方法,少了中间环节、过

渡运算,十分简便.教师介绍的“好方法”不被采用,

学生的解法又是如此丰富,这令笔者颇感意外.
经向学生了解得知,他们不会解这个方程

2(h+2)
g - 2h

g =0.2

笔者愕然,往年讲这道题笔者大多用的是这种方法,

没有学生说不会的.再向数学老师求证,现在数学已

经不学根式方程亦即无理方程了.这次意外的教学

经历使笔者意识到,自己常年在高三教学,现在教高

一,潜意识里把高一学生当作了高三学生.事实上,

高一学生初学高中物理,他们的数学功底更不及高

三学生,切不能把高一学生当高三学生教.

3.2 应当持续保护和开发学生原创性思维

疑惑过后,转而静心琢磨上面4种解法的分析

思路,学生跳跃的思维火花和细致的解题技巧令笔

者兴趣盎然.有的学生计算出雨滴通过窗口的平均

速度,此速度即为雨滴通过窗口中间时刻的速度,也

恰巧是雨滴从屋檐下落到地面的中间时刻的速度.
以此为突破口,解出雨滴在这个中间时刻距窗口上、

下边框的距离,进而计算出屋檐距窗的上边框的距

离.有的学生则通过窗口的高度和雨滴通过窗口的

时间,联立方程求出雨滴落至窗口上、下边框的时间

或速度,进而算出屋檐距窗的上边框的距离.从自由

落体运动规律的运用看,速度公式、位移公式、速度

与位移的关系式以及平均速度公式都成了学生解题

的有效手段.学生的解答可谓不拘一格,不落俗套.

他们的思维无拘无束,敢想敢为.虽然有的方法在教

师看来不简便、不简洁,甚至有点绕弯子、繁琐,但仍

值得肯定和鼓励.教师不能为了节省解题时间,提高

解题效率,强化应试技巧,总是将一些成熟的套路塞

给学生.从高一开始,要多给学生“渔”少给学生

“鱼”,让学生原创性思维得到持续的保护和开发,这

是这次教学意外给笔者的又一启示.

3.3 习题教学的价值应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发挥

应用物理知识解决具体问题应结合实际的情

境,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远比做一道虚拟的题目重

要得多.这一能力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学生将情境与

知识相联系的水平.创设真实的情境进行教学,对培

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具有关键作用.生活中

有很多能生成有价值的科学探究问题的情境,应把

物理课程中所形成的物理观念和科学思维用于分

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相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增强实践意识、养成科学态

度,促进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要从培养物理学

科核心素养的视角审视习题教学的目的,通过习题

教学,使学生在科学思维、探究能力、实践意识、科学

态度等方面得到有效提升.习题教学的作用不仅仅

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要全面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笔者选择的这道例题虽然称不上真

正意义上的真实情境问题,但学生在解决这一具有

生活气息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思维张力与活

力,还是让笔者看到了习题教学落实学科核心素养

的希望与路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习题教学

的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发挥.

一次教学意外,三点有益启示.面对新学生、新

课程、新高考,作为一名老教师,仍应当用心体察物

理教学中的新问题,让自己的物理教学与新教材同

频、与新学生共振,努力使教学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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