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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初高中物理“能量”部分知识点的异同及联系,为初、高中物理能量部分知识点的教学对接研

究提供了可行的思路,为提高物理课堂学习效率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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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物理教材从初中到高中,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

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从简单逻辑思维到抽

象逻辑思维的变化[1].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定量计算

的增多,对于刚升入高中的学生而言,造成学生的学

习困难.分析《全日制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简称

《高中课标》)[2]和《全日制义务教育初中物理课程

标准(2011年版)》(简称《初中课标》)[3]中“能量”部

分的知识,发现其中初、高中物理“能量”模块的衔

接在“定性”与“定量”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能做

好这方面知识点的衔接研究,对于改善学生“高中物

理难学”的观念将大有裨益.
能量的“定量”计算往往和做功密不可分,因为

一个物体之所以具有某种能量在于它能够对外做

功.功和能是中学物理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也是解决

物理问题的常用方法.因此,学生学好本模块知识对

于解决实际问题,应对各种考试都显得十分重要.本

文就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机械能、内能、电磁能和新

型能源这几种常见能量的表达式的认识进行对接研

究,一方面可以解决学生认为物理学科难学,教师认

为物理学科难教的苦恼,另一方面对于新课程标准

下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侧重点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

用.

2 初 高中物理不同形式能的对比和衔接分析

2.1 初 高中物理不同形式能量的对比

能量存在的形式不同,研读《高中课标》和《初

中课标》,初中所学能量的形式主要有3种:机械能、

内能和电磁能,另外还学习了化学能、核能和太阳

能.机械能包括动能和势能.动能是物体由于运动而

具有的能量,重力势能是物体由于高度位置具有的

能量,弹性势能就是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具有

的能量.内能是物体内所有分子无规则运动的动能,

以及分子势能的总和.初中所学的电磁能主要指的

是电路中的电能[4].
高中所学能量的形式主要有3种:机械能、内能

和电磁能,另外还学习了化学能、核能和太阳能[5].
从分析看,初、高中物理中学习的能量形式基本没有

变化,高中只是在电磁能部分学习了电势能、电场能

和磁场能.这3种能是初中没有学习,高中新增加的

内容,其中电势能是《高中课标》要求知道的内容,

而对电场能和磁场能没有要求.总之,初、高中所学

能量的形式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2.2 初 高中物理不同形式能量要求的对比

高中物理学习过程中与初中相比难易程度有所

变化,分析不同形式能量的要求,有利于能量知识衔

接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比《高中课标》和《初中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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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形式的能量要求并加以整理和归纳,如表1.
表1 不同形式能量要求的对比

能量形式 知识点 初中 高中

机械能
动能

势能
 知道动能、势能和机械能

 理解动能

 理解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

内能 内能  了解内能和热量  利用分子运动理论和统计观点认识温度和内能

电磁能

电能
 从能量转化的角度认识电源
和用电器的作用

 探究并了解焦耳定律

 从非静电力做功和能量转化之间的关系理解
电源和电动势

 掌握焦耳定律

 根据能量守恒理解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电场能  无  知道电势能

磁场能  无  无

新能源

原子能
(核能)

 知道核能等新能源的特点和
可能带来的问题

 认识核能的开发和利用

其他
 了解能源状况,对于能源的开
发利用有可持续发展意识

 认识能源和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知道可持
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从表1可以看出,磁场能在《初中课标》和《高

中课标》中都没有要求,所以高中教师在讲到磁场

能时对学生有关磁场能的学习也不做要求.
分析表1,我们发现对于初中物理所学的不同

形式能量的要求大部分都了解和知道,了解和知道

都属于了解水平的行为动词,了解水平所用的行为

动词包含:了解、知道、描述、说出、举例说明、列举、

表述、识别、比较、简述、对比,了解水平的含义是再

认识或回忆知识;识别、辨认事实或证据;举出例子;

描述对象的基本特征,按照《初中课标》的要求,初

中所学能量部分的知识只要求定性的分析,不要求

定量的计算,从学生的认知水平来看,这符合初中学

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高中物理所学的不同形

式能量的要求大部分是理解,理解属于理解水平的

行为动词,理解水平所用的行为动词包含:阐述、解

释、估计、计算、说明、判断、分析、区分,理解水平的

含义是把握内在逻辑联系;与已有知识建立联系;进

行解释、推断、区分、扩展;提供证据;收集、整理信息

等.按照《高中课标》的要求,高中所学能量部分的

知识,要求水平明显提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让学生

会分析、会计算.从初中到高中学生的认知水平不会

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是处在逐步提升的阶段,所以要

求水平的提升,使得高中学生在初步学习高中物理

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困难的存在出现了物理

难学的普遍现象,但并非学生学不会物理,只要教师

在新课教授的过程中,找到新旧知识的衔接点,降低

学生接受知识的梯度,相信高中学生能更好地学习

物理.

2.3 初 高中物理不同形式能量知识的衔接研究

能量(简称“能”),初中时通常是根据做功来进

行定义的,能量的概念比较抽象,而功的概念比较具

体,也容易量度.在物理学中,如果一个物体能够对

别的物体做功,则这个物体就具有能量,人们总是通

过做功了解能量的变化,从而认识能量,在初、高中

新版教科书中反复强调这个思想.高中物理和初中

物理对于新能源的要求是知道、了解、认识,要求学

生定量计算的没有,本文就对机械能、内能、电磁能

3种形式的能量衔接作重点研究.

2.3.1 机械能知识的衔接研究

机械能包含动能和势能.初中物理教学大纲的

要求仅仅是知道机械能及动能和势能的影响因素,

且知道动能和势能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高中

物理课程标准的要求是理解、掌握和熟练应用重力

势能、动能的表达式及实验探究弹性势能表达式的

实验.高中物理教材是通过重力、弹力及外力做功为

基础引出这3种形式能量的表达式的.所以,在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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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内容的衔接上,一方面要以初中物理中定性总结

出机械能的影响因素为基础,另一方面更要以熟练

掌握恒力、变力做功为基础.在这部分内容中初中物

理定性给出了其影响因素,高中物理则通过功和能

的转化关系定量给出了其表达式.

2.3.2 内能知识的衔接研究

内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在高中阶段,只要

懂得:内能是物体内所有分子做无规则运动(即热运

动)的动能和分子势能的总和就可以了,同时知道,

做功和热传递是改变物体内能的两种方式.初中物

理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结合实际生活知道改变内能的

这两种方式,高中课程则要求用分子动理论和统计

观点认识温度和内能.高中物理中介绍内能是以初

中物理分子运动为基础的,此时学生也已具备了数

学上统计的观点,以及高中物理前期所具备的对于

“势能”的理解.教师需侧重于将这些内容加以汇总

和融合就可将微观上对于物体温度和内能的概念进

行引导和阐述.另外,值得注意并告诉学生,在物理

学上只用内能而不用热能这个名词.

2.3.3 电磁能知识的衔接研究

电势能是静电场中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初中

物理对于这部分内容不做要求,这就增加了高中物

理的教学难度.初中物理要求学生认识磁场,通常的

处理方法是将电场与磁场进行类比理解.结合功能

关系可知,能够对外做功的物体就具有能量,那么电

场可以对放在其中的电荷做功,则电场就具有能量.
这种能量就是电势能.

电流也可以对外做功.这部分内容初中物理已

经讲解得比较到位,学生对于电功、电功率和焦耳定

律等内容也比较熟悉.因此,高中物理对于这一部分

不再做强调.
对于电源的认识需要从能量转化的角度来理

解.初中物理认为电源就是一个没有内阻的恒定电

源,而高中物理则引入了电源内阻的概念.电源的内

阻是这一部分学习的难点,其根源在于学生不了解

到底电源内部其他形式的能量能否全部对外做功转

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通常,教师结合初中物理欧姆

定律的内容,利用实验展示出“当外电路电阻发生较

大变化时,闭合电路路端电压会随着发生变化”.这

样就简单地证明了电源内阻确实客观存在,学生们

才得以深刻掌握这部分知识.

2.4 初 高中物理新能源部分知识的衔接研究

初高中物理教材着重介绍了核能和其他形式新

能源.初中教材简单介绍了这几种能源中能量转化

的途径,高中物理教材则随着基本物理知识学习的

深入能够定量表述转化过程中产生的能量.以核能

为例,人教版选修3 5教材在介绍了原子核结构、核

反应方程的基础上定量计算出每一次核裂变、核聚

变过程中释放的能量.通过和反映方程式的学习,学

生对于核能的认识才得以由浅层次的了解深化到反

应条件、利用效率及对能源危机问题的解决意义等

方面达到熟悉和掌握的程度.

3 总结

本文通过对比初高中物理教学大纲对于能量模

块的要求,寻找初、高中物理关于机械能、内能、电磁

能和新型能源之间的联系.通过研究发现,高中物理

对于该模块绝大多数内容的讲解在初中物理教材上

均有体现,或是可以通过初中物理内容结合简单实

验即可进行验证.若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能把握

好上述连接点,借助初中物理的方式可激发学生们

探索事物本质原理的兴趣,可以深化学生对于能量

表达方式的掌握程度,提高高中物理教学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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