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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医学物理学本身的知识特点和学生特点,结合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以“多普勒效应”教学

设计为例,从教学分析、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流程等方面进行了教学设计并进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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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课是教师在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下,独立备

课的基础上,于讲课前或讲课后系统地将某一教学

内容的教材、教法、学法、教学程序等方面的思路、教

学设计及其理论依据面对同行或教研人员口头全面

地进行阐述,通过听者评说,互相交流,使教学质量、

教师自身素质及教研活动的实效性共同提高的一种

教学研究和师资培训活动[1].在此,笔者以《医用物

理学》中“多普勒效应”的课前说课设计为例与大家

共同探讨,旨在抛砖引玉,供同仁参考.
说课的内容选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医用物理

学》(2013年第一版)第四章“医用声学”第三节“多

普勒效应”,这本教材是我校医用物理学教研室教师

共同编写的.

1 教学分析

1.1 教材内容

多普勒效应的概念;多普勒效应产生的原因;多

普勒效应的应用(强调医学上的应用).

1.2 教材地位

多普勒效应是机械振动的延伸和拓展,同时也

是学习光和电磁波的基础,是本章的重点[2].学生在

掌握前两节声波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多普勒效

应的科学概念.通过对多普勒效应的初步研究,巩

固、深化和提高学生对波动理论的认识,同时也初步

培养学生探索科学的能力[3].

1.3 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是大一新生,其知识基础是高中时学

习的机械波最基本的概念,多普勒效应现象虽在身

边,但大多不曾留意,感性认识不足;理论基础虽有,

但不透彻,有认识障碍.高中物理对多普勒效应产生

的根本原因没有涉及,而这也正是本节的重点所在.
学生的认知特点:多普勒效应现象讲出来后,学

生会感到很熟悉,因此很容易产生兴趣,那么教学中

就要充分发挥出演示实验的作用,以激发学生对多

普勒效应的兴趣,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学生的思维特点:大一学生已经完全摆脱了单

纯的形象思维,建立起抽象思维的思维模式,因此,

在教学中应积极引导学生应用已知的基础知识,通

过理论分析和推理判断来获得新知识,培养和提高

抽象思维能力,当然,教学中仍需以一些感性认识作

为依托,可借助实验的直观和形象,促进学生理解和

掌握新知识[4].
另外,大一新生学习热情较高,尤其对临床中实

际用到的物理知识感兴趣,因此在设计教学过程时

可由多普勒效应的医学应用导入课程.但是有一点

需要注意,大一新生自学能力不强,因此在教学设计

中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过程,从而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及对学情的分析,本次

课的重点和难点如下.
重点:解释多普勒效应产生的原因;理解多普勒

效应在生活与临床中的应用实例.
难点:波的频率和波源发出完全波的关系.

2 教学目标

2.1 知识与技能

(1)掌握多普勒效应概念及其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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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解释一些多普勒效应的应用实例,尤

其是临床应用实例.

2.2 过程与方法

(1)实验中让学生细心观察,思考实验中出现

的现象,引导学生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以及临床的

多普勒效应实例,从多个方面增强多普勒效应的感

性认识.

(2)通过观察实验、多媒体课件,体验探究实验,

从而进一步从理性上掌握多普勒效应产生的原因.

2.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多普勒效应的奇妙现象,从而联系到

常见应用实例,引导学生做生活中的有心人.

(2)体会问题解决的过程,遇到问题多留心,多

问为什么,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为了能够完成以上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就

要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3 教学策略

3.1 教学方法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力和创新能力,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教学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

主体,本节课将采用“引导 探究”、“参与 活动”的

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获取新知识,以此来培养学生的

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5].

综合教学分析和教学目标两方面的分析,笔者

采用实验法、演示法,结合讲授法等教学方法来达到

预期的教学目标,如图1所示.

图1 教学方法图示

以认知教学理论中的“情境认知教学”理论为

依据,采用蜂鸣器实验,使学生置身于实际环境当

中,切身感受到多普勒效应现象.这样可以使学生产

生认同心理,这实际是共同经验教学原理的应用.然

后用多媒体课件演示生活中、临床中用到的多普勒

效应的实例,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认知上的刺激,

增强感性认识.在学生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后,再上

升到理性认识,引导学生进行多普勒效应现象的理

论分析.最后采用实例、练习加以巩固,加深理解.

3.2 学法指导

本节课教学设计“以学生为主体”,将指导学生

进行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基本策略是以问题为中

心,以实验为手段,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出发

点,既获取新知识,又提高学习能力[4].

4 教学流程

在导入课程设计上,采用多普勒效应的医学应

用实例导入,如多普勒彩超、超声多普勒血流仪、超

声多普勒胎心仪等,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使学

生有高涨的学习热情,这样,在下面的学习过程中学

生才不会有畏难情绪,有必须要弄清楚的学习劲头.

教学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教学流程图示

4.1 教学实施过程

以蜂鸣器实验为重点、难点突破口,让学生亲自

动手做实验,在“做中学、学中做”,探究实验中声音

的变化.在重点环节采用“引导 探究”的学习方式;

在难点环节采用“参与 活动”的学习方式.具体教

学实施过程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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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程序 内容与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新课导入

 采用多媒体课件,以多普勒效应的医学应用实例导入,实例都应用了一个共同的物理原

理 ——— 多普勒效应,紧接着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是多普勒效应?

 板书课题:第四章 第三节 多普勒效应

学生观察

设计意图

 医学生对临床应用兴趣浓厚,用医学应用实例导入课程能够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

使学生有高涨的学习热情,这样,在下面的学习过程中才不会有畏难情绪,有必须要弄清楚

的学习劲头

新课学习1

 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实验:学生参与实验,让蜂鸣器静止,让学生仔细听,判断是否有声音变化;然后让蜂鸣器

旋转,再让学生仔细听,辨别是否有声音变化

 情境:利用多媒体播放火车靠近和离开时的视频,请学生描述火车经过时音调的变化情

况,从而引发学生思考.由此引出多普勒效应的概念,并简单介绍多普勒发现这一规律的物

理学史

 板书:一、多普勒效应的概念

 然后让学生思考、讨论生活中还有哪些多普勒效应的现象,并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会产

生这种现象

学生实验、

观察、思考、

讨论

设计意图

 在新课引入中,利用学生已有的常见生活经验,引导、启发学生共同参与,深入探讨物理

规律,真正体现从生活走进物理的理念.通过多普勒效应发现的物理学史,勉励学生要善于

观察,勤于思考,做生活中的有心人

 在这一环节,使学生积累丰富的感性认识,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为下一环节的理论学习

做好铺垫

知识回顾

图3 振动波个数演示

 理论学习,找准依据

 利用多媒体演示[6](图3)回顾已学知识:频率、周期、振

动波个数的概念,着重振动波个数这一概念的理解,引导

学生思考、讨论多普勒效应究竟是哪方面的因素引起的

 板书:二、知识回顾

学生思考、

讨论

设计意图

 准备好充分的感性认识后,要进一步从本质上理解产生现象的原因.因此,引导学生回顾

已学知识,为下面具体分析原因做好铺垫.利用多媒体动画演示振动波个数,为解释多普勒

效应做好铺垫

新课学习2

图4 多普勒效应原因分析

 理清思路,突破难点

 实验:利用水波多普勒效应演示仪引导学生探究为什

么会产生多普勒效应现象,进一步利用多媒体演示(图

4),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引导学生进一步理解,

“波的频率和波源发出完全波的关系,源动、观静时接收频

率与波源频率间的关系”,有效解决难点.分析3种情况,

讨论多普勒效应

 板书:三、多普勒效应原因

学生实验、

观察、思考、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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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学程序 内容与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首先让学生利用实验探究为什么会产生多普勒效应这一现象,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提出各

种猜想,说出猜想的依据,促使学生积极思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科学探究习惯.这样做的

意图是改变过分强调知识传承的倾向,体现了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的寓教于乐的教

学思想,本环节应用到“引导 探究,参与 活动”的教学方式

归纳总结

 归纳总结,情景再现

 引导学生分组进行总结,最后给出正确结论,然后再播放几个多普勒效应视频,加深学生

的感性认识

 板书:四、总结

学生思考、

讨论,师生

交流

设计意图

 分组总结可以让学生经历科学探究过程,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合作意识.再次播放多

普勒效应实例视频,可以再次刺激学生,加深感性认识,同时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物理到生

活的理念体现

迁移应用

 迁移应用,达标检测

 选用一个临床实例,利用多普勒效应测定心脏的跳动速度,让学生动手解决实际问题

 实例:用多普勒效应测量心脏壁运动时,以5MHz的超声波直射心脏壁(即入射角为0),

测出接收与发出的波频差为500Hz,已知声波在软组织中的速度为1500m/s,求此时心壁

的运动速度[2]

学生思考、

讨论

设计意图
 立足于学生的认知特点,由“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强化应用”,再次点燃学生的探究欲

望,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学习

课堂小结

 评估、交流与小结

 (1)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 (2)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 (3)本次课中实验的

设计方面与操作过程有哪些优点? 哪些需要改进

学生交流,

教师引导、

补充

设计意图

 注重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构建多元化、发展性的评价体系,其目的是让学生学会交

流、学会反思、学会借鉴,通过这种方法能够锻炼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和自我评价能力,进

而检测到本课的教学效果[7]

布置作业

 作业:交警手持测速仪测速原理,请试推导汽车速度表达式

 拓展习题:课后可深入研究你感兴趣的多普勒效应实例,下次课向大家作介绍或提出一

项应用多普勒效应的想法

板书设计

 一、多普勒效应概念

 二、知识回顾  1、频率2、周期3、振动波个数

 三、多普勒效应原因

 1、两者静止时

 2、波源静止,观察者运动:a.观察者靠近;b.观察者远离

 3、观察者静止,波源运动:a.波源靠近;b.波源远离

 四、总结

  综上,说课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培养造就研究

型、学者型的医学专业教师[8],另一方面,在说课过

程中,教师向同行和专家阐述教学设计及其依据,对
其教育理念的更新,教育方式的发展,教育理论的理

解、掌握和应用,教学过程的研究和反思,无疑都是

一种可取、积极而有效的途径[9].说课逐渐在各个高

校开展起来,成为衡量一节课好坏的重要依据.
参 考 文 献

1 曾贵禄.说课在教学过程的定位及其实施.教育教学理

论学习,2001,3(12):35

2 李光仲,王云创.医用物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50~57

(下转第27页) 
—42—

2015年第10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社,2011

4 尹国盛,张伟风.大学物理学(上册).武汉: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2012

5 尹国盛,黄明举.大学物理简明教程(第2版)(上册).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6 郭奕玲,沈慧君.物理学史(第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7

7 王菊巍.浅析力学中动量守恒与角动量守恒.价值工程

2012,31(13):246

DiscussionandAnalysisonMomentunConservationLaw
andAngularMomentunConservationLaw

SunJianmin SunJian ZhaoGaofeng YouJiajia YinGuosheng
(PhysicsandElectronicCollege,Henan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4)

Abstract:Inthe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the momentum conservationandangular momentumisoneofthe

problemswithconfusionanderrorforstudents.Inorderthatstudentsmightknowclearlythelawsandunderstanddeeply

thephyscialpictureandlaws,thispaperdiscussesandanalyzesindetailthelawsofthetwofromtheestablishingprocess,the

conditions,theapplicablescope,andtheexplanationoftypicalexamples.

Keywords:momentum;angularmomentum;conservationlaw;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conservationconditions

(上接第24页)
3 好学教育.多普勒效应[DB/OL]http://www.5haoxue.com

4 李子明,柴斌,郭振庆,等.浮力说课设计稿.教育实践与

研究,2009(11):06

5 丛海荣.“引导探究”式教学法探讨.价值工程,2014(2):

255~256

6 百 度. 多 普 勒 效 应 [DB/OL]http://www.teacher.

wjsszzx.com

7 骆兰,薛艳,唐国强.论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的构建.高教探索,2006(6):55~56

8 朱前进,郑洪涛.说课 ——— 医学临床课教师必备的基本

技能.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1(2):76~78

9 杨龙海.高职说课的核心是教学策略.卫生职业教育,

2008,26(8):28~30

TheInstructionDesignandItsApplicationonSpeaking
LessonofDopplerEffectinMedicalPhysics

ZhanLibo LiGuangzhong
(BinzhouMedicalCollege,Yantai,Shandong 264003)

Abstract: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medicalstudents,wegivetheteachingdesignandapplicationofMedical

Physicsinordertofindthebetterteachingstrategies.Methods:Combinedwiththeactualproblems,weanalyzethe

characteristicsofmedicalphysicsandstudents.ThenwetakeDopplereffectasanexampletoillustrateteachinganalysis,

teachingaims,teachingstrategyandteachingproceduresinordertodiscussthespecificcourseofteaching.Results:The

teachingdesigncanstimulatemedicalstudents’interestsofmedicalphysicsgreatly.Inthiswayteacherscancompletethe

teachingtaskswithhighquality.Teachingpracticeshowsthattheteachingdesigndiscussedinthispapercanbeappliedinto

theactualteaching,anditcanobtaingoodteachingeffect

Keywords:teachingdesign;speakinglesson;Dopplereffect

—72—

2015年第10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