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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例题是物理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例题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环节.以新人教版与新粤教版高中物理

必修第二册的例题为研究对象,从教材例题使用的角度出发,对比两版教材例题在类型、情境、插图、结构的特点,从

中得到例题使用启示,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使用教材例题的几点建议,以期对教师使用教材例题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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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

颁布,各个版本的教材也在其指导下进行了重新编

写,更加强调对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1].其

中,新课标提出通过问题解决促进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的达成,而例题作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

掌握问题解决方法具有示范作用,是学生掌握物理

知识、发展思维能力、提高核心素养的重要渠道[2].
自新课标颁布以来,关于高中物理教材的研究

成果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对于教材例题的研究主要

聚焦于教材例题特征、新旧教材例题差异、不同版本

教材例题的比较与概述,较少从新教材例题使用的

角度出发进行探讨.本文选取新人教版与新粤教版

高中物理必修第二册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二者例题

编写特点的对比分析得到使用启示,并给出使用

建议.

2 两版教材例题对比

2.1 例题类型与题量对比

为了保证统计数据的严谨,在统计过程中出现

多个小问的题目记为多题,其统计结果如表1所

示.从题量上看,新粤教版教材的总例题量要多于

新人教版,从题型上看,新人教版例题主要为计算

题,而新粤教版例题题型包括计算题、分析题、探

究题.
表1 两版教材的例题类型与题量设置

教材
总题

量/道

计算

题/道

分析

题/道

探究

题/道

新人教版 15 15 0 0

新粤教版 28 19 8 1

  对比两版教材,新人教版例题主要为物理规律

与物理公式应用的计算题,旨在培养学生运用物理

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巩固所学的物理概念

与规律,对学生数理推理能力的培养有较高价值;而

新粤教版例题更加丰富,不仅设置了定量计算题,还

设置了定性分析题,旨在培养学生的分析探究能力,

提高知识的综合运用水平.

2.2 例题情境的对比

由统计可知,两版教材都重视例题的情境性,注

重物理知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但二者在构建情境

时仍然存在区别,体现出价值导向的差异.新人教版

设置的例题背景更贴近生活,与个人联系紧密;新粤

教版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与社会联系紧密.
如“平抛运动”的例题中,新人教版与新粤教版

都以无人机投物为题干背景,考查学生对平抛运动

规律的掌握.新人教版创设的情境是“某同学利用无

人机玩投弹游戏”,这一例题背景加强了题目与学生

的联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新粤教版创设

的情境是“灾难发生时利用无人机运送物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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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背景体现了物理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增强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

2.3 例题插图的对比

根据统计,新人教版与新粤教版的插图主要可

分为实体图、模型图、示意图和数据图.由表2可知,

新人教版与新粤教版都重视例题插图,以优化视觉

效果,但新人教版示意图居多,新粤教版则模型图

居多.
表2 两版教材的例题插图设置

教材
实体

图/幅

模型

图/幅

示意

图/幅

数据

图/幅

无插

图/幅

新人教版 2 2 5 0 2

新粤教版 3 5 3 1 4

  对比两版教材可发现,新人教版倾向于将题干

的物理信息都展示在插图中,清晰直观展示题目描

述的物理情境;新粤教版倾向于将题干中的复杂情

境进行简化,方便学生理解题干描述的物理情境,但

仍需要学生继续进行思维加工.如“机械能守恒定

律”的例题,新人教版插图直观展示了题目中蕴含

的物理要素,帮助学生快速把握解题关键点,厘清解

题思路;新粤教版插图形象展示了投掷铅球的情境,

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快速呈现题目情境,但同时又需

要进一步提取题目信息,对模型图进行思维加工.

2.4 例题结构的对比

新人教版与新粤教版例题都由分析与解答两部

分构成,先在分析部分对解题思路进行点拨,再在解

答部分写出解题过程以供参考,但二者在这两部分

内容中仍有细微差别.如“功”这一节的例题,两版

教材的例题情境都是用一斜向上的力拉动物体,都

需要求得“总功”.在分析部分,新人教版用示意图将

题目中蕴含的物理信息转换为物理模型,并示范了

如何寻找已知物理量,如何挖掘出隐藏条件,最终得

到求“总功”所需要求的物理量;新粤教版在分析部

分则简单点明解题运用的知识点,并直接点出求“总

功”需要知道的物理量.在解答部分,由于新人教版

已在分析部分进行了详细分析,因此解答过程简洁

明了;新粤教版则是在解答部分对物体进行受力分

析,文字说明也相对新人教版更多,且提供了两种解

题思路.
对比两版教材可发现,新人教版的分析部分注

重对学生解题思路的引导,解答部分注重对学生答

题规范的指导;新粤教版的分析部分表达直接,因而

是解答部分承担着物理情境分析的内容,且其一题

多解的模式体现对学生思维启发的重视.两版教材

比较下,新人教版例题规范性更强,而新粤教版例题

启发性更强.

3 教学建议

笔者基于对两版教材例题类型、情境、插图、结

构的比较与分析,对一线教师有效使用教材例题提

出几点建议.

3.1 丰富例题题型 引导学生思考

学生通过结构良好问题的训练,可以快速提取

题干关键信息,在已有图式中快速选择解决问题所

需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但长此以

往,学生可能出现解题思维固化,难以将习得知识迁

移到新的情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教师在课堂例

题讲解时,既要注重学生解题思维的训练,也要注重

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适当选择有利于学生发

散思维的例题,穿插与真实世界相关的非常规性物

理问题,培养学生真实情境的信息提取能力、规则选

择能力、知识运用能力,使学生在解决实际情境问题

中活化物理知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例如新粤教版“离心现象及其应用”的例题作

为典型的结构不良物理问题,以科技馆圆管玩具为

载体,要求学生运用离心运动相关知识寻找解决方

案,其解决过程与方法多样.在进行该例题教学时,

教师首先可以要求学生通过讨论交流、相互启发寻

找解决方案,启发学生思维;其次,在学生讨论结果

的基础上,通过教具演示或视频播放展示利用离心

现象将两个小球置于圆管两端的实验,给予学生感

性认识与思想冲击;随后,基于实验现象分析其物理

模型,将离心运动的知识与该实验现象相联系,使学

生感受物理知识的价值;最后,以该实验器材为载

体,引导学生思考该器材的其他用途,培养学生发散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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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注重联系实际 体现价值培养

教材中大部分例题都依托现实情境,反映出教

材注重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生价值观

的引导[3].但由于课堂时间有限,一些教师为了追求

讲题效率,忽视了对例题情境中隐含价值观的挖掘,

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而教材启发我们,应从

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出发,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合理选

择或补充题目背景,使学生认识到物理知识与个人

或社会的联系,体会到该物理知识在现实世界中的

价值.
例如新粤教版必修第二册第8页小船过河这一

例题,题干中只是简单提及“小船摆渡曾是人们过河

的主要方式”,但随着时代发展,渡轮已逐渐替代传

统摆渡小船,这样的例题背景会让学生难以将其中

蕴含的物理思想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因此在讲解

这道例题时教师可以适当进行补充.从个人取向出

发,可以补充河中游泳的问题,用人代替题目中的小

船,引导学生思考在河中朝着正前方游泳实际上会

游到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通过运用物理知识分

析,使学生意识到在河中游泳会存在的安全隐患,提

高学生的安全意识;从社会取向出发,可以补充洪灾

发生时搜救艇救援的案例,将题目中小船过河模型

与现实世界抢险救灾相联系,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潜移默化地进行价值教育.

3.3 重视模型建构 强调情景分析

物理模型构建是解决物理问题的重要工具之

一,它能将题目信息转换为直观的物理模型,辅助解

题者理解题意,因而两版教材都重视利用插图展示

物理模型,关注学生物理模型的建构能力.但在实际

使用过程中,物理模型的建构往往是由教师完成,导

致学生在其中仅处于被动接收者而非主动建构者的

位置,缺乏对学生模型建构能力的培养.而教材启发

我们要重视模型构建过程,因此教师要改变传统观

念,引导学生主动将题干文字描述转换为物理情景,

即运用物理知识去分析题中物理对象和物理过程,

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物理模型,再引导学生进一步

分析其运动情况或受力情况,找出其遵守的物理

规律.

例如“平抛运动”这一节中关于无人机投物的

例题,新人教版与新粤教版都有无人机的实体图,教

师首先可引导学生阅读题干,将题干文字表述转换

为物理情境,即在头脑中形成无人机抛物的平抛模

型图,再逐步引导学生提取物理信息,将模型图转换

为包含物理信息的示意图,通过一步步的引导使学

生习得建立模型的方法.

3.4 重视思路点拨 增强答题规范

例题对初学者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初学者需要

通过例题示范掌握分析物理情境的思路,认识规范

答题的模式,把握例题涉及知识点.但部分教师在讲

解完教材例题后,就马上进入下一道课堂习题练习,

忽视了对答题思路的点拨与答题规范的强调.而教

材启发我们,一方面应关注对学生思路的点拨,使学

生通过例题学会如何解决该类问题,另一方面应注

意对规范答题的指导,明确规范答题的要求,促使学

生养成良好答题习惯.
例如新人教版必修第二册第15页的例题要求

平抛运动物体落地时的夹角,教师首先可以引导学

生在头脑中建立物理模型,明确已知物理量、解题所

需物理量、解题所用物理知识,避免涉及过多与解题

无关的知识,以免增加学生的认知负荷[4];其次解题

过程中要对学生提出明确的规范要求,强调高中答

题规范与初中的不同之处,纠正学生的一些初中答

题习惯;最后,在完成例题讲解后可对该题涉及知识

点以及解题思路进行总结,帮助学生厘清解题思路,

掌握该类平抛运动问题的解题方法.

3.5 选择典型例题 活化物理知识

例题的选择应具有典型性,以达到“少而精”的

效果.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为了使学生快速掌握该

类物理问题的解题技巧,部分教师会选择增加课堂

例题数量,试图通过增加训练量来提高训练效果,导

致学生存在机械做题而不多加思考的问题.对此,教

师在选择课堂例题时,首先考虑该例题是否具有代

表性,是否体现了本节课教学内容的重点,是否能够

有效巩固所学知识,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该题目对于

学生思维的开阔作用.相比起采用多道例题,在一道

例题上进行“一题多解”与“一题多变”更有利于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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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求导法解决极值问题

郝 详
(河北保定外国语学校  河北 保定  071000)

(收稿日期:2023 08 16)

摘 要:例析用三角函数法和二次三项式性质法(配方法)解极值问题的缺点,介绍了用求导法解决物理极值

问题的优势.
关键词:求导法;极值;三角函数法;配方法

  极值问题在物理教学中经常出现,根据物理规

律,找到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利用数学知识求解极

值,是摆在每个物理教师面前的问题.
在求解极值问题时,最长用的方法是三角函数

法(在2022年1月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目考

试物理试题第5题用到)和二次三项式性质法(配方

法,比如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浙

江理综物理卷第5题用到).但是,这两种方法对有

的题目效果并不好,比如下面的例题.
【例1】如图1所示,光滑小球a、b的质量均为

m,a、b均可视为质点,a、b用刚性轻杆连接,竖直地

紧靠光滑墙壁放置,轻杆长为l,b位于光滑水平地

面上,a、b处于静止状态,重力加速度大小为g.现对

b施加轻微扰动,使b开始沿水平面向右做直线运

动,问:直到a着地的过程中,何时b的速度最大?

图1 例1题图

分析:对b施加轻微扰动使b开始沿水平面向右

做直线运动,杆被压缩,对a和b均为推力,杆对a做

负功,杆对b做正功,当杆的推力等于零时,杆对b做

正功最多,此时b的速度最大,设杆与水平方向的夹

角为θ,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对系统由机械能守恒有

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如新粤教版万有引力定律、机械能守恒及其定

律中的例题,都有采用“一题多解”的模式,为学生

解题提供了不同思路.又如新粤教版生活与生产中

的抛体运动的例题,在例题原本平抛运动的物理情

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若运动方式变成斜抛运

动该如何解题,帮助学生进行知识迁移.因此教师在

讲解课堂例题时,可以基于例题原有题干进行变式

训练,做到“一题多变”,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4 结束语

教材中精心编写的例题蕴含了丰富的育人素

材,不同版本的教材例题虽然在编写特点上各有特

色,但归根结底都以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为目的.因此,在教学中应当最大限度体现例题的示

范作用,发挥例题的育人功能,促进学生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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