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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规律的教学是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所以抓好物理规律的教学,是提高物理

教学质量的关键.本文首先呈现了有关规律教学的片断,然后对这些教学片断做些分析,最后给出笔者对规律教学

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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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校的一次教研活动中,本文作者之一(李
平老师)执教了高中物理人教版3 1第一章“静电

场”第6节“电势差与电场强度的关系”,其重、难点

的处理浓墨重彩,层层设疑,促进了学生对规律的理

解和掌握.课后,本文两作者对规律教学设计作了更

深入的思考,写成本文.

1 教学过程简录

1.1 教学流程简述

(1)通过旧知回顾,引导学生认识到电势差与

电场强度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2)通过问题引导学生确定探究两者关系的方

法,并体验知识构建的过程;
(3)从学生的思考与讨论中明确两者的关系;
(4)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解决,理解规律的内涵

和外延;
(5)归纳与小结.

1.2 教学片断实录

片断1:学生探究、知识建构的过程

师:研究问题往往从最简单的开始入手,匀强电

场是最简单的电场,我们就以它为例来探究以上两

者到底什么关系? 投影显示.
问题1:在电场强度为E 的匀强电场中[如图

1(a)],沿电场线方向上有A 与B 两点,两点间距离

为d,两点间的电势差为UAB,则AB 两点之间的电

势差UAB 和电场强度E 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如果

以上两点不在同一条电场线上[如图1(b)],你还能

得出以上结论吗?

图1

(学生推导,教师巡视)
生1:只要抓住电势差的定义和功的表达式即

可推导.
师:说说看.

生1:设一正电荷q从A 移动到B,由UAB=WAB

q
及WAB =qEd可推得UAB =Ed,只要A与B 两点间

沿电场线方向距离仍为d,上述结论仍成立.
师:如果写成UBA,则结论如何?
生1:刚才的正电荷从B 移到A,电场力应该做

负功,所以写成UBA =-Ed.
师:很好,如果不考虑UAB 的正负,可以把下标

去掉,理解为两点间的电压,故可以写成U=Ed,大
家能否用简炼的文字准确描述这个结论?

生2:电场中某两点间的电势差等于电场强度

与两点间距离的乘积.
师:他描述得正确吗?
生3:我认为应是两点间沿着电场方向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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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其他同学认为呢?
生4:我认为还应该强调是在匀强电场中,因为

只有匀强电场中才有WAB =qEd,才可以推导出刚

才的结论,非匀强电场中就不成立了.
师:说得太好了,大家一起来把刚才的结论用文

字描述一下!
生:……

师:以上的表达式还可以写成E=U
d
,该式的物

理意义你又如何理解?
(思考 → 讨论 → 回答)
生5:在匀强电场中,电场强度的大小等于两点

间的电势差与这两点间沿电场方向的距离的比值.
生6:电场强度在数值上等于沿电场方向每单

位长度降落的电势.
师:你能从电势随空间位置变化的速度来理解

比值的含义吗?
生7:比值的大小即场强的大小,反映电势随空

间位置变化的快慢,变化越快则场强越大.
片断2:解决问题、体验应用的过程

师:让我们一起用刚才的知识来解决下面的问

题,投影显示.

图2

问题2:匀强电场中,
在以某一点O 为圆心的圆

周上有A,B,C3个点(如
图2),试比较OA,OB,OC
间电势差的大小关系.

(思考 → 讨论 → 回

答)
生1:分别过A,B,C3个点作电场线的垂直线,

可知OC 间沿电场方向的距离最小,OB 间最大,故

UOB >UOA >UOC

师:有没有一个更好更快的判断方法?
生2:可以过这些点作电场线的等势线,然后将

这些点整到一直线上,根据沿电场线电势降低就可

以直接判断了.
师:你说的太棒了!
师:虽然以上O点到各点的距离相等,但OB 间

电势差最大,B 点电势降落最多,说明沿着电场方向

电势降低的速度怎样?
生(齐答):最快!
师:你们是如何理解“最快“的?
生3:降低相同的电势,沿场强方向的d最小,或

者沿场强方向移动同样的d时,电势降得最多.
师:看来大家对规律都理解到位了! 再看下一

组问题,投影显示.

图3

问题3:如图3所示为

一组匀强电场的电场线,匀
强电场场强E=100V/m,

A和B 两点相距10cm,AB
连线 与 电 场 线 的 夹 角 为

60°,则AB 间的电势差是多少? 若将AB 均匀分成5
段等长的线段,则每个线段两端的电势差是多少?
若该匀强电场中还有一与AB 平行且等长的线段

CD,则CD 两点间电势差为多少? 若给出的是匀强

电场中的一簇等势面,则AB 间的电势差为多少?
(教师请两个学生合作完成问题3,并请其他学

生作点评)
师:从刚才的问题解决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规

律? 学生讨论后,投影:
匀强电场中

(1)沿着任意一条直线,电势的变化是均匀的.
(2)任意两条平行且等长的线段两端电势差一

定相等.
问题4:如图4,A,B,C,D 是匀强电场中一正方

形的4个顶点.已知A,B,C3点的电势分别为φA =
15V,φB =3V,φC =-3V,则φD 是多少? 你能画

出该电场的电场线吗?
(思考 → 讨论 → 回答 → 点评)

图4             图5  

问题5:非匀强电场中(如图5),若AB=BC,请
同学们思考一下AB和BC的电势差谁较大 ? 若

φA =50V,φC=20V,那么A与C连线的中点B 的

电势值比35V大还是小?
(思考 → 讨论 → 回答 → 点评)
师:从刚才的问题解决中,关于非匀强电场中的

电势降落规律,你有什么看法?
学生讨论后,投影:
非匀强电场中

(1)沿着任意一条直线,电势的变化是不均匀的.
(2)场强大的地方,相同的d,电势差要大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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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势变化得快些.

2 教学过程分析

本节内容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将电场的两大

性质联系起来,从而帮助学生从整体的角度认识电

场.其特点是知识点抽象但应用性极强,且逻辑推理

能力要求较高.该教师以问题链为线索,激发学生参

与教学活动的热情,引导学生探索、发现、抽象、概
括,化解了难点.
2.1 问题引领 搭设支架 营造了探究性学习氛围

问题1通过特殊和一般两种不同的情景让学生

展开思考,使之找到电场中任意两点间的电势差与

场强的关系.这个过程中,教师给学生留下了足够的

思维空间让其建构新知,并通过适时的追问引导学

生用恰当的词语、简洁的文字从不同的角度准确地

描述了电势差与场强的关系.
问题2到问题5通过让学生充分感知材料的情

形下,使其进一步明确了规律的内涵和外延.本节课

任何结论都不是简单的告知,而是通过恰时恰点的

问题为学生搭设通向知识的深度理解和思维有效运

作的“脚手架”,通过师生、生生思维碰撞实现了教学

目标,促进了学生对规律的深度理解和思维能力的

发展.
2.2 稚化思维 尊重认知 促进了学生的主动发展

对于这样的一节规律教学课,该教师没有急于

求成,而是站在了学生的角度,以学生的思维起点并

结合了规律本身的特点,循序渐近地展现了物理知

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教师的引导下,笔者看到的

是学生积极参与规律建构、公式的发现过程,学生自

己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经历物理规律的发现和

创造过程.正是因为学生深刻领会了电势差与电场

强度的关系,在后续的解题教学中,学生才能轻松应

对.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律教学才是在教学过程中真

正实现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的三维教学目标,从而真正促进了学生主动发展.

3 对规律教学设计的思考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少教师只注重

解题,仅仅把物理规律看作一个公式,认为规律教学

就是对规律作解释,要求学生记忆,而对于规律的内

涵和外延没有进行充分的挖掘.对学生而言,这种做

法的结果是强化了技能的操作却忽视了对物理本质

的理解,对规律的不理解直接影响了学生的认识能

力和思维的发展.一堂好的规律教学课,应将好的理

念付诸于实际教学实践中,真正落实 “教学生学什

么”和“教学生怎么学”.只有立足于学生的长远发

展,才能真正促进物理能力的提高.
3.1 规律教学设计应突出规律的形成过程

教学的目标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方法,更是要

促进学生思维品质的提升,促使每一个学生个体的

主动发展,所以教师一定要摒弃“一个公式,几项注

意”的方式,转而注重知识发生、发展过程的设计,
注重学生活动体验过程的设计,以问题链为探究的

驱动力,让学生经历激疑 - 探究 - 释疑的过程,创
造出学生充分认识规律的时空和进行交流的机会,
从而促使学生的能力发展.
3.2 规律教学设计应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

教学的设计应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和心理

发展特点,站在尊重学生认知规律的基础上设计,有
意识地通过设置“最近发展区”,让学生经历观察、操
作、归纳、类比、辨析等过程,以激发学生认知上的不

平衡,通过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达到意义上的同化,
让规律在学生的头脑中生根发芽.
3.3 规律教学设计应遵从知识的逻辑顺序

规律的教学应符合知识的逻辑顺序,教师应通

过自己对物理规律的理解和再创造,从规律的生成

点、固着点出发,创设生成规律的情境,使得规律的

形成过程水到渠成,润物无声,这样的规律教学就容

易为学生所感觉、理解、记忆和迁移.
3.4 规律教学设计要注重评价与小结

正确的评价是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主要因

素,会有助于学生敢想敢说的个性的形成,会促进学

生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而不同想法的交流、补充在

无形中又能推动对规律的深化理解.所以,一方面教

师要善于利用评价促进学生发展,创造融洽和谐的

教学环境,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发言;另一方面

要善于引导学生评议自己的学习过程或成果,放手

让学生小结,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物理规律、方
法,优化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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