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构教材资源 彰显实验内涵
——— 楞次定律教学实录

杨学切
(厦门第一中学  福建 厦门  361003)

(收稿日期:2015 03 30)

摘 要: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需要教师关注教材的二次开发,依据教育教学的规律和学生

的特点,重构教材资源,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文章分析了高中物理教材中“楞次定律”的处理方式,及其在实际

教学中的缺陷,并且以课堂实录的形式,展现重构教材资源、彰显实验内涵的教学设计,突破教学难点,实现课堂高

效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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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

自从新课程改革实行以来,高中物理教材出现

了多种版本.不同版本教材对教学内容处理也有所

不同,但各种版本教材对于判定感应电流方向的“楞
次定律”的教学设计,都是采用实验探究式的教学.
一致思路如下:如图1所示,从条形磁铁相对螺线管

运动的实验出发,引导学生将“感应电流的磁场”作

为“中介”,通过填表比较、分析,归纳出楞次定律的

表述,“感应电流具有这样的方向,即感应电流的磁

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图1

这样的教学设计,有两个缺陷:一是涉及众多物

理量,有线圈绕向、原磁场方向、感应电流方向、感应

电流的磁场方向、磁场的变化方向等,在实际教学

中,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普遍感到“现象多、过程复

杂”,不知如何入手;“思维的链条拉得过长,实际教

学效果不好”是通病.二是犯循环证明的逻辑陷阱.
实验利用感应电流方向,通过安培定则,得出感应电

流的磁场方向,不是通过实验得到,而本实验探究的

目的是利用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通过安培定则,得

出感应电流方向.很明显陷入逻辑怪圈.
为了改变教材一直以来的处理方式,笔者尝试

从新的视角重构教材资源.教材是最主要的教学资

源,要重视直接从教材中开发物理教学资源.可以调

整教学内容的顺序,优化教学内容,教师要对教材进

行再创造,使教学更和谐有序,从而达到优化课堂教

学的目的.下面是笔者对“楞次定律”的教学实录,

实践证明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2 教学实录

2.1 复习铺垫

(1)PPT呈现习题

图2

—95—

2015年第10期              物理通报            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



如图2所示,把轻质导线圈用绝缘细线悬挂在

磁铁N极附近,磁铁的轴线穿过线圈的圆心且垂直

线圈平面.当线圈内通以图示方向的电流后,线圈的

运动情况是

A.线圈向左运动      

B.线圈向右运动

C.从上往下看顺时针转动   

D.从上往下看逆时针转动

(2)师生讨论分析

方法1:电流元法.首先将圆形线圈分成很多小

段,每一段可看作一直线电流元,取其中上、下两小

段分析,其截面图和受安培力情况如图3所示.根据

对称性可知,线圈所受安培力的合力水平向左,故线

圈向左运动.只有选项A正确.

图3 图4

方法2:等效法.将环形电流等效成小磁针,如

图4所示,据异名磁极相吸引知,线圈将向左运动,

选A.也可将左侧条形磁铁等效成环形电流,根据结

论“同向电流相吸引,异向电流相排斥”,也可判断出

线圈向左运动,选A.
设计意图:通过本题既可以复习安培力、左手定

则、安培定则(右手螺旋定则)、磁极间的相互作用,

又可以渗透“等效思想”,为后面教学做铺垫.

2.2 实验探究感应电流方向

(1)实验引入,观察思考[1]

实验装置如图5所示,A和B都是铝环,其中A
环闭合,B环断开,横梁可以绕中间的支点转动.教

师介绍仪器,但先不说明B环断开.

图5

师:用条形磁铁的一极垂直插向A环.

生:观察到仪器绕支点转动,A环远离磁铁,即

磁极与A环排斥.
师:将条形磁铁的一极垂直拔出A环.
生:观察到仪器绕支点转动,A环靠近磁铁,即

磁极与A环吸引.
师:A环为什么时而与磁铁排斥,时而与磁铁吸

引?

生:条形磁铁靠近或远离A环时,A环内的磁通

量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感应电流,A环与磁铁排斥或

吸引都是电流与磁极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师:真的是这样吗?

教师演示:用条形磁铁的一极垂直插向B环、远

离B环.
生:观察到仪器没有绕支点转动! (大部分学生

大为惊奇! )

生:B环有小的缺口,故没有感应电流产生!

(有善于观察的)

师:物理实验需要仔细观察,无论对实验的器

材,还是实验现象,都应该如此.
教师设问:条形磁铁靠近或远离A环时,A环产

生感应电流,那么如何判定感应电流的方向呢?

(2)顺势探究,找寻规律

任务1:学生分组实验

探究A环跟磁极之间排斥或吸引与磁极的极

性是否有关.
完成表1中“实验现象”这一列.

表1 实验记录

实验

操作

实验

现象

感应电流磁场方向

与原磁场方向关系

磁通量

变化

N极
插入 排斥 相反 增加

拔出 吸引 相同 减小

S极
插入 排斥 相反 增加

拔出 吸引 相同 减小

实验

结论
来拒去留 增反减同

  结论:A环跟磁极之间排斥或吸引与磁极的极

性无关,只跟磁铁插入A环还是拔出A环有关.
师生交流总结:“来拒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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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A环跟磁极之间排斥或吸引,本质上通过什

么来实现的?

生:本质上通过磁场来实现的.
师:A环中哪里来的磁场?

生:A环有感应电流,感应电流也能产生磁场.
任务2:学生分组讨论

理解“等效法”,利用同名磁极相斥、异名磁极相

吸的规律,讨论不同情况下,A环内部感应电流磁场

方向如何? 完成表格中“感应电流磁场方向与原磁

场方向关系”这一列.
结论:磁铁插入A环时,A环中感应电流磁场方

向与原磁场方向相反;磁铁拔出A环时,A环中感应

电流磁场方向与原磁场方向相同.
师追问:A环内的磁通量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感

应电流,那么磁通量变化有什么规律呢?

任务3:学生分组讨论

观察讨论不同情况下,A 环内磁通量如何变

化? 完成表格中“磁通量变化”这一列.
师生交流总结:“增反减同”!

任务4:学生分组讨论

观察我们完成的表格,讨论不同情况下,A环内

感应电流的方向如何确定?

小组代表:我们知道了A环内感应电流磁场方

向,就可以按照“安培定则”判断出A环内感应电流

的方向.
教师小结:闭合回路内由于磁通量变化引起感

应电流,其方向可以通过间接方式判断,也就是先判

断感应电流磁场方向,再据“安培定则”判断感应电

流方向.
物理学家楞次已经总结出一个规律 ——— 楞次

定律.内容表述:感应电流具有这样的方向,即感应

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

化.其中“阻碍”是“来拒去留”、“增反减同”现象最

高程度的概括.

2.3 分组验证楞次定律

(1)查明电流表指针偏转方向、电流方向之间

的关系以及螺线管线圈绕向.
如图6,学生动手,通过实验知道:电流从哪边

流入,电流表指针向哪边偏.通过观察知道:螺线管

线圈从上到下的绕向是顺时针(俯视).

图6 学生分组实验仪器及连接

(2)实验操作,补充完成表格内容,如表2所示.
表2 验证楞次定律实验记录

  组别

项目   
N极插入 N极拔出 S极插入 S极拔出

原磁场方向 向下 向下 向上 向上

磁通量变化 增加 减小 增加 减小

指针偏转

方向
向左 向右 向右 向左

感应电流方

向(俯视)

B感 方向 向上 向下 向下 向上

B原,B感 关系 相反 相同 相反 相同

结论 增反减同

  (3)小组交流实验结果,验证楞次定律的准确

性.

2.4 楞次定律的初步应用(略)

3 教学反思

3.1 简单 直观是物理实验的硬道理

用“铝环的转动实验”代替了“螺线管4组实验”

,体现简单、显性实验的特有教育价值 ——— 有助于

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也使整个教学思路豁然

开朗.从最直观的实验现象“来拒去留”,再引导、讨

论出“增反减同”,最后提出“阻碍”这一抽象的描

述,符合学生从直观到抽象的认知规律.既彰显物理

学的本质是现象而不是推演,又是对定律中“阻碍”

一词的最佳诠释.

3.2 对比与控制变量是物理实验的内涵

“对比与控制变量”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多次出

现,甚至是出现频次最高的方法.对比实验是物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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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

与时间关系”的教学设计

叶 枫

(奉化市武岭中学  浙江 宁波  315502)

(收稿日期:2015 04 22)

摘 要:在“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与时间关系”一节新课的教学导入设计时,从现实生活引入,启发学生思考,

体现了新课程的理念,拓宽了学生的思路.

关键词:位移与时间关系  实例引入  图像  极限思想

  “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和时间的关系”是人教

版《物理·必修1》的第二章第三节,是在学习了速

度与时间关系后开始研究的第二个运动学规律.作

为最简单的变速运动,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学习将为

认识其他更复杂的运动创造条件.本节课的基础地

位还体现在方法和能力培养方面,第一次用“面积”

来处理图像纵坐标对横坐标的积累效果,这些都是

今后用图像分析物理问题所必需的.

1 教材对这节课的处理方法

教材提供了一份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测量记

录,来引导学生讨论:怎样根据测量记录中的数据求

出该物体运动的位移? 希望学生能从上节课学习的

匀速直线运动位移与vt图像中矩形面积的对应关

系出发,猜想匀变速直线运动是否也有类似的关系.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充分认识猜想在科学发展和

科学课程学习中的作用.所以本节课的思考和讨论

是教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教师在组

织学生讨论时要强调是“估算”,并要鼓励学生积极

思考,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不要盯在最后的公式上,而

要关注得出公式的过程.所以本节课的重点是:要引

导学生用极限的思想方法来处理,最后得出求解匀

变速直线运动位移的公式;本节课的难点是: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如何通

验较常用的一种实验方法.要想科学地完成对比实

验,需要控制变量.变量是指在实验中可以发生变化

的因素.控制是对比实验的灵魂,控制的目的是对

比,实验中变量控制的好坏决定着对比实验的成败.
本节课的实验及教学设计成功地剥离了多个变量的

干扰,通过隐性地控制变量,不仅使教学脉络简单、

层次分明,并且体现了物理实验的效力与内涵.同

时,探究实验中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是通过实验获

得的,这样做符合探究实验逻辑:利用感应电流的磁

场方向,通过安培定则,得出感应电流方向.

3.3 重构教材资源是高中物理生态化课堂教学的

趋势

高中物理生态化课堂教学是指物理教师整体协

调与组织课堂教学系统内外诸多要素,主动开发和

利用教材资源,营造对学生有意义的真实情境,组织

有利于学生的实验操作、实践活动.教学过程中教师

根据自己的理解,赋予教学内容以新的内涵,同时学

生也将自己的理解与教师的理解结合,再将其内化

为自己的知识.这样的教学内容不再是书本上的死

知识,而成为学生自己的活知识.这样的教学过程可

以有效地促进学生达成物理教学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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