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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速度的概念比较抽象,难以理解,为了使学生较好的掌握,我们采用引导与合作的模式,让学生参与

教学过程,比普遍的讲授法取得了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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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

加速度是高中阶段运动学里一个抽象的概念,

从教材来看,它是研究下一章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基

础,是联系力与运动关系的桥梁,牛顿第二定律中通

过加速度将力和速度、位移等联系起来,机械振动、

电磁场、能量守恒、动量定理等内容都涉及到加速

度,所以本节的学习对学生整个高中物理的学习至

关重要.因此,教师在上课时要让学生积极参与、探

究,能自主完成加速度概念的建立过程.

2 学情分析

学生在学速度时,已经认识了位移、时间、速度

这些基本的物理量以及比值定义法,这使学生在学

习加速度的概念时难度降低了一个台阶,比较容易

理解和掌握.v t图像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了加速

度的定义后惊喜地发现加速度的另一种表示方法.

学生掌握了学习物理的一些方法,这对学生今后的

学习和研究物理有一定的帮助.

3 教学目标

3.1 知识与技能

(1)掌握加速度的定义和公式,理解加速度的

物理意义;

(2)会区分速度与加速度、速度变化量与速度

变化快慢间的关系;

(3)掌握加速度的矢量性;

(4)能利用图像求出加速度的大小;

3.2 过程与方法

通过生活实例的分析,建立加速度的概念,体会

比值定义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通过分析v t图

像计算加速度的大小,体会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

3.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使学生获得成功的

体验;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能主动与他人合

作.

4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过程中采用引导式与合作的教学模式,以

学生独立思考、探索为主,教师引导为辅,体现了教

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平等地位,使学生消除了

对教师的抵触心理.

4.1 课题引入

(1)猜一猜[1]:舒马赫驾驶F1赛车与战斗机比

赛,谁会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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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展示媒体资料:舒马赫与战斗机的比赛.
(背景:2003年12月11日,F1世界冠军舒马赫

驾驶着法拉利F2003赛车与欧洲狂风战斗机展开一

场速度的较量,地点是位于意大利罗塞托的巴卡里

尼空军基地.在600m的比赛中,舒马赫驾驶F1赛

车取得了胜利.)

教师:为什么舒马赫的F1赛车的最大速度(369

km/h)不如战斗机的最大速度(2450km/h),却能

取得胜利? (学生思考、讨论3~4min)

若学生讨论无果,老师引入火车启动时没有人

走路快的例子.

学生结论:F1赛车和战斗机比的不是最大速

度,而是速度变化的快慢,或者说比的是它们的加速

能力.

4.2 加深认识 得出加速度概念

提供表1中的数据,并提出问题:通过这些数据

你认为哪种车的加速性能好些?

表1 各种车辆加速性能比较

(直线运动,t=0开始计时)

启动的车辆
初速度

v0/(m·s-1)
末速度

vt/(m·s-1)
所用时间

Δt/s

小轿车 0 30 10

火车 0 4 10

摩托车 0 30 8

高级跑车 0 60 8

磁悬浮列车 50 98 12

  可能出现的结果:

轿车的加速性能好,因为在相同时间内轿车的

速度变化比火车更快一些;

高级跑车的加速性能好,因为在相同时间内高

级跑车的速度变化比摩托车更快一些;

摩托车的加速性能好,因为在速度变化相同时

摩托车比轿车用时少.
经过以上分析,学生可容易判断出在4种车辆

中高级跑车的加速性能最好.
再给出磁悬浮列车相应的数据.
教师:那么高级跑车和磁悬浮列车谁的加速性

能好呢? (学生思考、讨论4~5min)

结论:高级跑车的加速性能更好,虽然磁悬浮列

车比高级跑车的末速度大,但如果用高级跑车的速

度变化量除以所用时间,会发现在单位时间内高级

跑车的速度变化更快一些.
教师:刚才同学们只是对这些运动着的车辆进

行了两两之间的比较,如果现在想对5种车同时进

行比较,为它们的加速能力进行排序,是否存在更快

更简便的方法?

结论:有.可以采用刚才最后一组的比较方法,

把5辆车在单位时间内的速度变化量求出来进行比

较即可.
教师:同学们很聪明,能够运用之前学过的求速

度的方法来判断5种车的加速性能,说明同学们已

经掌握了前面所学的知识,而且还能用来解决遇到

问题,看来同学们的能力很强,值得表扬.
板书:速度变化快慢的描述 ——— 加速度

加速度的定义:速度变化的变化量与发生这一

变化所用时间的比值.
计算公式

a=vt-v0
Δt =ΔvΔt

单位:m/s2

物理意义:描述物体速度变化的快慢.
设计意图:之前学生在学速度的过程中就用到

了在相同时间内比较位移变化量大小,或在位移变

化量相同时所用时间的多少来判断运动物体的速度

大小,这里也刚好可用这种方法来判断车辆加速度

的大小,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回想起速度定义的建

立,通过类比,就很容易得到加速度的定义.整个过

程是在学生学过速度定义的基础上设计的,因此比

较顺利.

—57—

2016年第3期               物理通报             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



4.3 认识加速度的矢量性

教师:现在我们来个随堂小练习,把表1中5种

车辆的加速度求出来,要求写出计算的详细过程.
(大部分学生完成)现在同学们再来求出表2中车辆

的加速度.
表2 各种车辆加速数据

(直线运动,t=0开始计时)

减速的车辆
初速度

v0/(m·s-1)
末速度

vt/(m·s-1)
所用时间

Δt/s

小轿车 65 20 15

火车 15 5 2

摩托车 50 30 5

高级跑车 90 40 7

磁悬浮列车 100 60 10

  教师:同学们比较一下表1和表2中求出的加

速度,有什么发现?

结论:表1中求出的加速度是正值,表2中求出

的加速度是负值.
教师: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学生思

考、讨论2~3min)

结论:表1中速度的变化量是正值,而表2中速

度的变化量是负值,因为时间没有正负,所以速度变

化量的正负决定了加速度的正负.
教师:由表1和表2很容易看出:在直线运动

中,如果车辆速度增加,加速度的方向与速度方向相

同;如果车辆速度减少,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相

反.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加速度也有方向,加速度的方

向与速度变化量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加速度也是

矢量.
板书:加速度是矢量.(其方向由速度变化量的

方向决定)

设计意图:在学了加速度的定义后就让学生进

行随堂练习,使学生牢牢掌握所学内容;要求学生写

出解答的详细过程,是为了使学生更容易发现其中

隐藏的物理知识.此过程中学生是主角,老师只起到

了辅助的作用,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散,增强了学生

的自信心,同时也是检测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程度

的有效途径之一.

4.4 v t图像看加速度

教师:现在请同学们把启动中和减速过程中的

轿车和火车的速度变化过程用v t图像表示出来,

如图2所示.完成之后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图像,并结

合加速度的定义,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 (学生思考

4~5min)

图2

结论:图像中直线的斜率就是加速度的大小.
教师:对,而且直线的倾斜程度越大,其加速度

越大,倾斜程度越小,加速度越小.
设计意图:在学生学过v t图像的基础上进行

该环节,只要学生把各个时刻的速度标在图像上,就

很容易看出直线的斜率等于加速度的大小.

4.5 巩固与小结

教师:今天同学们都学到了些什么? (学生协助

完成,老师不参与)

该环节对学生来说是很轻松,因为整个教学过

程学生都参与了,基本都是学生通过思考、讨论而发

现了新知识的.该环节的设计是为了加强学生的记

忆与理解.
课后作业:练习2和3题.

5 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学生熟练掌握本

节的知识点;二是为了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寻找

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让学生在知识上获得收获,而

且在精神取得的一定的成就感,增强了学生的自信

心,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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