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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记述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与时间的关系”一节的教学前准备及教学过程中的一个片段,笔

者从中重新认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及学生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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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星期一,大晴,心情却比较沉重,因为今

天我上课的内容是必修1第二章第三节“匀变速直

线运动的位移与时间的关系”,其实这节本身不难

上,难在一个数学思想,那就是用极限的思想来理解

位移及其公式.为了上好这节课,我整个周末都没过

好,怎样让学生理解无限短时间内的位移 时间图像

围成的面积就等于真实位移,因为我知道,学生刚从

初中升入高中,对于这种数学思想是很难接受的.我

边走边思考:怎么办,难道我必须按照老教师告诉我

的法子按着教材讲吗? 总之,不太满意,希望有奇迹

发生,反正素材我是准备了很多,或许学生不是我想

象的那么差呢,或许以后数学知识健全后他们自然

就明白了呢 …… 我以一个大多数教师习惯性的心

态在自我安慰!

我们上课去高一年级教学楼必须经过高三年级

教学楼,不知不觉我就走到高三年级部,反正离上课

还早,我有意放慢了脚步,这样也给我腾出了思考的

时间.走着走着,发现走廊前没有一个学生.“这是下

课时间啊,怎么没有一个学生呢? ”我在想.仔细一

看,班牌上赫然写着高三19班 ——— 这是我们一中

王牌班级,教师都是抓得特别紧,下课有时候都免

了.这不,他们的数学老师王老师正在拉堂上课.本

来因为学科差异,我没有特别的兴趣听,而且对于拉

堂现象我自己也不赞同,但是我早听说王老师的毛

笔字特别漂亮,是我们县的书法协会理事,在全省书

法界也颇有名气,由此我联想到粉笔字也应该不会

差,兴趣和好奇让我不由地停下了脚步,再看看时

间,不急,还有10min多.果然,王老师的粉笔字不

同凡响,让我心生敬畏,在享受他颇具魅力的粉笔字

的同时,我仔细一听,他正在给学生复习等比数列.

我侧耳一听,只听见王老师说,“下面我留一个问题

请同学们课下思考:用等比数列的方法证明0.9
•

=1.

当然,其他方法也是可以的.”我有没有听错? 0.9
•

=

1? 我当时懵了,是我以前数学没学好还是我长时间

没接触数学把老师教给我的知识又“还给老师”

了? 我不能再听下去,我边走边大脑飞快的运转,以

前总批评学生上课不注意听讲,现在也该自己反思

了.我边走边嘀咕:0.9
•

=1…… 好在我数学功底很

深,在离教室门口还有大约20步目测距离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如此 …… 于是,我大脑再次快

速运转,一节课的设计已经在心中初具雏形,王老师

不愧是名师,“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

嫌多 ……”还没走进班,学生在笑 ——— 原来我唱出

声音了!

胸有成竹的我很自然地进入上课状态,首先把

教材上的“思考与讨论”让学生看了一遍,全文如

下:

一次课上,老师拿来了一位往届同学所做的“探

究小车的运动规律”的测量记录(见表1),表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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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v”一行是这位同学用某种方法(方法不详)得到

的物体在0,1,2,…,5几个位置的瞬时速度.原始的

纸带没有保存.

表1 “探究小车的运动规律”测量记录

位置编号 0 1 2 3 4 5

时间t/s 0 0.1 0.2 0.3 0.4 0.5

速度v/(m·s-1)0.38 0.63 0.88 1.11 1.38 1.62

  以下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师:能不能根据表中的数据,用最简便的方法估

算实验中小车从位置0到位置5的位移?

生甲:能.可以用下面的办法估算

x=(0.38×0.1+0.63×0.1+0.88×0.1+

1.11×0.1+1.38×0.1)m

……

生乙:这个办法不好.从表中看出,小车的速度

在不断增加,0.38m/s只是0时刻的瞬时速度,以后

的速度比这个数值大.用这个数值乘以0.1s,得到

的位移比实际位移要小.后面的几项也有同样的问

题.

生甲:老师要求的是“估算”,这样做是可以的.

师:你们两个人说得都有道理.这样做的确会带

来一定误差,但在时间间隔比较小、精确程度要求比

较低的时候,可以这样估算.

要提高估算的精确程度,可以有多种方法.其中

一个方法请大家考虑:如果当初实验时时间间隔不

是取0.1s,而是取的更小些,比如0.06s,同样用这

个方法计算,误差是不是会小一些? 如果取0.04s,

0.02s,… 误差会怎样?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看完材料后,我清清嗓子,故意卖了个官子:上

面的问题咱们先不解决,我首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0.3
•

化为分数是多少?

学生们(异口同声):1
3.

我得趁热打铁:0.9
•

呢?

……

少数学生(小声议论):1.

我(故意):是近似相等还是严格相等呢?

……

部分学生:近似相等.

少数学生:严格相等!

学生们开始争论不休了,

我发现时机成熟:请问为什么近似相等,为什么

严格相等?

生甲:0.9
•

总感觉比1小那么一丁点儿.

生乙:不对,因为0.3
•

等于1
3
,将0.3

•
乘以3,不

就是等于1
3

乘以3,当然是1了!

我有点激动:同学们讨论得很好,同学乙的说法

应该更有说服力,然而0.3
•

为什么等于1
3

其实我们

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应该需要证明的,下面我们用

等比数列的方法证明一下吧.我得意忘形地看着学

生们的反应,期待着预先设计的结果快点出现.

……

下面好像没有反应,我正准备书写证明过程,回

头瞟了一眼全班学生,一个个很严肃的表情,我还没

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这时候一个平时胆大的学生

终于忍不住了,“老师,什么是数列啊? ”

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他学生也开始帮腔的问什

么是数列,这时候我恍然大悟:对啊,他们才从初中

升到高中,还没学到数列啊,这该如何是好,难道我

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吗? 我极力掩饰当时有些紧张的

心情,一颗强烈的自尊心让我不甘心这样败下阵

来! 我的大脑再次高速运转.我在回想当时王老师

描述的情景,我记得他好像说用其他方法也可以证

明的.我定了定神,回过头轻松地说,“其实,其他方

法也是可以证明的,请同学们想想看,有什么更好的

办法.”事实上此时的我如坐针毡,让学生想只是缓

兵之计,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什么好的办法.事已至

此,我根本没有时间埋怨数学节奏太慢,只能一边苦

想一边寄希望于学生中的某位高手给我解围.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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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靠后坐的一

位学生几近于失控地大叫一声:老师,我明白了.我

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平时很调皮的大个子学生,此

时我已经完全不介意他平时捣蛋的表现,我真心地

希望他立即告诉我一个既简单又准确的方法.但是

我不能表现出自己的心虚,我镇定地说,“请上讲台

给同学们在黑板上演示一下.”果然,他没有令我失

望,他一丝不苟地在黑板上写下了过程.

解:令0.3
•

=x,两边各乘以10

3.3
•

=10x

3+x=10x

所以 x=13

此时,我看完结果,又看看下面的学生,一个个

目瞪口呆 ——— 原来就这么简单.我何尝不是,原来

没有必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趁这个机会,我向学生

们大肆表扬了这位学生:虽然平时有点好动,但是他

的思维还是很敏捷的,方法是很独特的,希望同学们

在这方面向他学习.同时,我向他投以最信任的目

光.我知道一个平时被冷落的学生是多么渴望被老

师认可,这个机会我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剩下的工作

我得做下去.

用同样方法证明0.9
•

=1.令

0.9
•

=x

两边各乘以10

9.9
•

=10x

9+x=10x

所以 x=1

再看看学生们(已经按捺不住):原来0.9
•

并不

比1小,是严格相等的啊,太不可思议了.

师(时机成熟):科学原来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不

敢肯定的结果要用事实来证明.那么大家回忆一下

上节课提到的无限小的矩形面积比真实位移是小那

么一点点还是严格相等的呢.

生(非常自信地回答):严格相等 ……

后面的课程已经是自然顺畅,水到渠成了.

这节课我要感谢王老师,更要感谢的是回答出

问题的这位学生,他让我重新认识了教师的主导作

用以及学生的主体作用,让我感受到如何抓住学生

的认知需求和规律,激发学生积极思考、质疑释疑、

渴求探索交流的情感.所以,教师要学会凸显学生在

课堂教学中的主体性,有效帮助学生实现知识建构,

这才是从教学基本技能中提升的教学艺术.总结后

发现,如果课堂中能巧妙地设置物理情境,让学生在

学习中不断地感到惊讶,不断地涌现奇迹,在不断地

挖掘知识深度的同时让学生获得成功的喜悦,激发

学生深藏在心底的潜能,哪怕是一个差生,也要给他

发光的机会,这样效果定会出人意料的好.另外,教

师要尝试以错觉和矛盾的心理为突破口,创设能够

引起强烈反差的真实惊奇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欲

望,充分利用演示实验真实、生动的特点,抓住学生

的心理反差,出其不意地在学生面前展示一幅崭新

的画面,促使他们主动进入思维状态,激发学生认识

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

在物理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挖掘素材,捕捉学生

的心迹,精心设计情境,激活互动课堂,达到预期的

效果.这一点在课堂引入显得特别有效,能最大限度

地激活课堂教学的潜能.

灵活巧妙地发挥教师的主导能让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游刃有余,在特殊情况下变被动为主动,能活跃

课堂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潜能,将知识和

技能融入到轻松活泼的课堂教学中,使教学效果大

大提高.这次教学经历还让我悟出了3个道理:

第一,教师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习,不仅仅局限学

科内的,学科外的、边缘学科 …… 只要是有关的,我

们都应该主动去学;

第二,学生有时潜力巨大,教师应该合理地引

导,我们要学会挖掘学生的潜能;

第三,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还要继续坚持与写

好课后小结与反思笔记,把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感触、

思考或困惑及时记录下来,以便重新审核自己的教

学行为,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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