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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圆周运动”中,线速度与角速度概念的建立既是教师的教学难点,也是学生的学习难点.通过自制

教具,帮助学生顺利建立线速度、角速度的概念,领悟“两种速度”的区别与联系,可以顺利突破该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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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周运动”是继平抛运动后的又一种曲线运

动,是对曲线运动相关知识的应用,也是万有引力与

宇宙航行学习的基础,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本节

的学习中,学生既要理解线速度与角速度的区别,又
要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还要领会“两种速度”存在

的意义,因而,“两种速度”的学习是重点更是难点.
况且,学生在此之前没有用“角量”描述物体运动的

经历,“角量”在运动学中的应用是教学思想上的重

大跨越[1].鉴于此,对于“两种速度”的教学,可以在

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制教具”进行演示以突破上

述教学难点.

1 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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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路是教师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实践而勾

  (1)“单摆”这一节,通过对比各版本高中物理

教材发现,各版本教材几乎都只从简谐运动的动力学

判据F= -kx 来说明单摆在小偏角下的简谐运动特

点,而没有从x t关系满足正弦函数关系来说明.本
文教学设计弥补了该处不足,除了从F= -kx 进行

理论分析外,还加入了从x t图像角度进行实验验

证的环节.这样的设计不仅培养了学生从力到运动

的物理观念素养,还培养了学生从理论到实验的科

学探究素养,充分落实新课标中对于培养学生物理

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2)本教学设计广泛加入信息技术手段的运

用,如雨课堂、Tracker软件、GeoGebra软件等,这
些手段相比于DIS数字化实验和频闪照相技术等具

有免费、易学、简便、易操作等优点.融入信息技术手

段,一方面切实提高了课堂教学的可视化程度,有利

于更好地培养学生物理模型、质疑创新等的科学思

维,另一方面也积极响应了国家目前大力倡导的教

育信息化发展.
总之,本文建模教学以“单摆”为例,呈现了信

息技术辅助建立理想模型“单摆”的教学设计,以期

为广大一线中学教师和研究生提供进一步探索和研

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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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出的教学过程的大致框架,它能够呈现出教学过

程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为推进教学过程所设置的主要

教学环节,而课堂教学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就是取

决于教学思路是否清晰.对于“圆周运动”的教学,结合

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学目标以及教学重难点等,可以设

计出如图1所示包含实验探究、建立概念,自制模型、深
入理解,实验演示、突破难点等几个环节的教学思路.

图1 “圆周运动”教学思路图

2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是教学思路的具体化,是教师根据

教学目的、任务,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指导

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以促进其多方面

发展的过程.教学过程的设计,能够最直接地呈现

出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思考以及对教学重难点的把

握情况,是教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为了

突破“圆周运动”的教学难点,将自制教具融入“圆
周运动”的课堂教学,可以设计出如表1所示的教

学过程.

表1 自制教具融入“圆周运动”的课堂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与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线速度

 (1)实验探究:线速度

 利用自制的实验装置,探究线速度
的概念.

 【操作一】
 转动指针从状态1到状态2

 【演示前准备】
 介绍实验装置,进行演示,
并提出问题:
 (1)从状态1转动到状态2
的过程中,指针上的每一点做
什么运动?
 (2)如何将 M、N 两点的运
动轨迹显示出来?

 认真观察,思考并回答
问题:
 (1) 每 一 点 做 圆 周
运动.
 (2)在两点插上笔芯/
其他答案

 

 通过自制的实验装
置,让学生亲身经历
实验探究的过程,为
顺利建立“线速度”的
概念奠定基础

 【操作二】

 在指针上 M、N 两点插入彩色笔
芯,调整笔头长度,确保笔头与白纸
表面接触,再次转动指针从状态1到
状态2

 【实验演示】
 演示并提问:
 (1)M、N 两点的运动轨迹
是什么? 运动过程中哪点运
动得更快? 为什么?
 (2)若运动时间Δt不同,如
何描述圆周运动的快慢? (板
书线速度的公式)
 (3)线速度的国际单位是
什么?

 思考并回答:
 (1)运动轨迹是一段圆
弧.相同时间内 M 点走过
更长的弧长,M 点运动得
更快.

 (2)可以用Δs
Δt

描述.

 (3)米/秒(m/s)

 帮助学生顺利建立
起线速度的概念,突
破本节教学难点.探
究过程中培养学生获
取和处理信息、基于
证据得出结论并作出
解释,以及对科学探
究过程和结果进行交
流、评估、反思的能力

 (2)公式应用:平均线速度、瞬时线
速度

 展示利用废旧塑料棒与白纸板自
制的模型:物体从 A 到B 做圆周运

动,︵AB 为0.2m,所用时间为2s.

 

 总结:Δt为一段时间,对应为平均
线速度;Δt趋于零时,对应为瞬时线
速度  

 【引导分析】
 (1)物体运动过程中的线速
度大小为多少?
 (2)0.1m/s能否代表A 点
的瞬时线速度? 为什么?
 (3)怎样求解A点的瞬时线
速度?
 

 思考并回答:
 (1)为0.1m/s.
 (2)不能,因为Δt为一
段时 间,对 应 为 平 均 线
速度.
 (3)从A 点开始取很短
的时间Δt趋于零,利用线
速度公式即可求得A点的
瞬时线速度

 通过在真实的运动
模型中使用线速度公
式,顺利从平均线速
度过 渡 到 瞬 时 线 速
度,让学生真正理解
平均线速度和瞬时线
速度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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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教学环节与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3)深入理解

 分析Δt趋于零时,运动的︵AC 的长
度与位移大小 AC 的关系.

 得到线速度与直线运动中的瞬时
速度的关系,挖掘探究过程中化曲为
直的方法和极限思想

 【启发引导】
 引导分析并提出问题:
 (1)Δt趋于零时,物体通过

的︵AC 的长度有何特点?
 (2)A 点 的 瞬 时 线 速 度 公

式:v= ΔsΔt
中的Δs应该怎么

表示?
 (3)连 接 A、C,你 能 发 现
什么?
 (4)探究过程蕴含了什么思
想方法?
 (5)根据探究过程,线速度
方向如何

 认真思考并回答问题:

 (1)︵AC 的长度很短.
 (2)Δs=︵AC
 (3)连线与弧线几乎完

全重合,说明:v= Δs
Δt=

︵AC
Δt = AC

Δt =ΔxΔt
,即线

速度为直线运动中所学的
瞬时速度.
 (4)化曲为直的方法和
极限思想.
 (5)沿着切线方向

 在教师的层层引导
下,学生自主挖掘化
曲为直的方法,体会
其中的极限思想,并
从本质上理解线速度
的方向,从而促进学
生科 学 思 维 能 力 的
提升

 2.角速度

 利用自制的实验装置,探究角速度
的概念.
 【操作一】
 连接皮带,调整左、右两边的指针
与竖直向下的方向(90°刻度)对齐.

 【操作二】
 拉动皮带,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
象,通过分析得到角速度的概念并进
行深入探讨.

 【引发猜想】
 介绍实验装置,提出问题:
 (1)当拉动皮带时,大、小轮
的线速度有何特点?
 (2)拉动皮带,两指针的转
动情况应该有何特点?
 【实验演示】
 进行操作并提出问题:
 (1)指针转动情况是怎样
的? 说明了什么?
 (2)只是线速度,能否描述
清楚圆周运动的快慢? 还可
以 怎 样 描 述 圆 周 运 动 的
快慢?
 (3)Δθ采用弧度制,角速度
的单位是什么

 认真思考并回答问题:
 (1)两轮轮缘上的点线
速度大小相等.
 (2)两指针的转动情况
应该一摸一样.
 观察实验并回答问题:
 (1)左边指针在相同时
间内转过的角度更大,小
轮转动更快.
 (2)不可以,还可以用
转过的圆心角与所用时间
的比值,即

ω=ΔθΔt
 (3)单位是:rad/s

 通过设置实验探究
的过 程,顺 利 将“角
量”用于圆周运动快
慢的描述中,帮助学
生领会学习角速度的
必要性,有利于教学
难点的突破,也让学
生明白了线速度与角
速度的区别和意义

 3.两者关系的推导

 利用“数形结合”的方法,推导线速
度与角速度的关系

 【引导探究】
 引导学生利用数学相关知
识,推导线速度与角速 度 的
关系

 根据图形,结合数学相
关知识,推导关系:

v=ωr

 关系的推导,可以
培养学生数形结合的
思维、助长学生科学
推理的能力,让学生
理清线速度与角速度
之间的关系

3 教学反思

该教学片段利用成本低廉的自制实验仪器,帮
助学生顺利建立了线速度、角速度的概念,让学生从

本质上理解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深入理解了利用

角速度来描述圆周运动快慢的必要性.通过呈现自

制的运动模型,学生从中自主挖掘“化曲为直”的方

法和“极限”思想,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渗透了物理科

学方法.整个教学过程始终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深入

浅出,形象生动,启发引导性强,有利于提升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学生“学、思、行”相结合

的目标,顺利突破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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