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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材是教师教、学生学的根源和基础,教师需要精读教材、研究教材,不能一味地重视教辅材料和参考

书,而忽略教材中的文字严谨性、图片科学性和课后题拓展性.教师讲课要立足教材,不能脱离教材,不能仅凭个人

经验上课教学,要多钻研、多思考、多质疑,为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质疑能力而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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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家钱学森曾提 出 著 名 的“钱 学 森 之

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

的人才? ”很多人都是从高等教育的角度上回答这

个问题的,但也有人这样回答,“中国教育从小就把

有问题的学生都教的没有问题了,而西方教育则将

没有问题的学生教的问题越来越多.”在学生的学

习阶段,学生和教师相处的有效时间比和家人相处

的有效时间要长得多,学生的做事方式和习惯的形

成与教师有分不开的关系.教师在培养学生提问、思

考、质疑的能力时,首先自身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善

于思考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善于思考的学生.教师的

勤思善问无形中会感染学生,也会使学生喜欢思考,

爱上提问.
教材是教师教书的基础和根源,教材中的文字、

图片、想想议议以及课后习题都是经过专家和学者

研究筛选过的,是最重要的知识内容,教师应该十分

熟悉教材中的内容,并能怀着学习的态度正确理解

教材.但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教师也要认真揣摩教

材的字句,如有质疑,应勇于提出,和本校本组教师

们群策群力、认真讨论,做到不曲解、不误解教材.笔

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从几方面提出个人见解,与

同仁一同探讨.

1 研究教材中的插图

图1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年级《物理》教

材(2012年6月第1版)第100页,“眼睛和眼镜”中

的一幅插图,而图2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年

级《物理》教材(2006年3月第3版)第69页,“眼睛

和眼镜”中的一幅插图.
图1想表达的含义是人眼在看远处的物体时的

光路图,而入射光却画成了平行光,这样的光怎样在

视网膜上会聚成像呢,视网膜上所成的像一定是从

物体上的某一点发出的光,既然是从某一点发出的

光,无论物体离人眼多远,都不可能是平行光,图1
的光路图不太符合实际,相比之下,图2反映出人眼

在看远处的物体时,入射光近似平行光,这才是正确

的光路,这样的光才能在视网膜上会聚成像.

图1 2012年版人教版教材“看远处的物体”插图

图2 2006年版人教版教材“看远处的物体”插图

图3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级《物理》教

材(2013年6月第1版)第132页“电磁铁 电磁继电

器”中的一幅插图,而图4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八年级下册《物理》教材(2006年10月第3版)第79
页“电磁继电器”中的一幅插图.图3想表达的是电

铃的工作原理.在课堂上笔者提示学生,让学生仔细

观察,通过右手定则分析其中的问题.学生分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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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然大悟:当开关闭合后,由于电流的磁效应,U形

铁块左边的部分,被磁化后的效果是上边是 N极,

下边是S极,而右边的部分,被磁化的效果也是上边

是N极,下边是S极,这显然是不科学的,这样的磁

化效果是不能让U形铁块获得磁性的,这样的电铃

是无法工作的.对比图4,当开关闭合后,同样由于

电流的磁效应,U形铁块左边部分,被磁化后的效果

是上边是N极,下边是S极,而右边的部分,被磁化

的效果是上边是S极,下边是N极,这时的U形铁块

相当于U形磁铁,才能吸引衔铁,从而实现电铃发

声,这才是正确的缠绕方式.笔者告诉学生,如果对

教材上的内容有疑问,可以大胆提出来,未必教材上

的所有内容都是完美的.

图3 2013年版人教版教材电铃的工作原理插图

图4 2006年版人教版教材电铃的工作原理插图

图5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级《物理》教

材(2013年6月第1版)第149页“现代顺风耳 ———

电话”中的一幅插图.

图5 2013年版人教版教材电话的工作原理插图

图5想表达的是打电话时,两人之间的通话原

理,但学生在课上自由阅读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一

位善于质疑的学生说,“当人在左边的话筒处说话声

增大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电阻增大,电路中的

电流减小,而当电流减小时,右边听筒处的电磁铁产

生的磁性变弱,膜片振动幅度减小,转化成的声音也

就随之减小,怎么会这样呢? ”是呀,这显然和实际

情况是不相符的,笔者为这位学生感到高兴,因为通

过努力培养,质疑精神已经在部分学生心中生根萌

芽.
在此,笔者想提醒教师,在平时上课之前,应该

充分备课,对教材中的插图认真分析,仔细揣摩,并

联系实际,与同组教师交流讨论后再上课,若能挖掘

拓展,就给学生创造质疑的机会,经常如此,便能帮

助学生逐渐形成认真思考的习惯,逐渐培养学生质

疑的精神.

2 思考教材中的文字

在九年级《物理》教材“内能”这一节,教材上清

楚地写着“热传递可以改变物体的内能”,“做功也能

改变物体的内能”.这两句话的含义是,对物体做功,

内能不一定增加;物体吸收热量,内能也不一定增

加.这是因为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内容为ΔE=W +

Q,ΔE 表示内能变化,W 表示做功,Q 表示热量,即

只有在没有做功的情况下,物体吸热,内能增加,物

体放热,内能减少[1].其中热力学第一定律中的做功

是指对气体做功,初中学生可能接触的不多,但如果

从广义的做功角度考虑,对物体做功,可能改变了机

械能,不一定改变内能,例如举高物体等.然而在中

考试题中,却依然存在这样的试题,例如:

【例1】(2009年芜湖校级自主招生)下列有关内

能的说法正确的是

A.物体吸收了热量,内能一定增加

B.物体的温度不变,内能一定不变

C.气体体积膨胀,对外做功,内能一定减少

D.物体的内能改变了,温度可能不变

试卷所给答案为:A,C,D.
【例2】(2010年河南模拟)下列关于温度、热量、

内能说法中正确的是

A.物体吸收热量,温度一定升高

B.物体温度升高,一定吸收了热量

C.物体吸收热量,内能一定增加

D.物体温度越高,它的热量越多

试卷所给答案为:C.
互联网上这样的试题还有许多,这种试题的存

在,使学生曲解了做功和热传递在改变内能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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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了片面的物理思想,这无疑

对学生是没有益处的.而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就在

于教师对教材上文字是否进行过认真细致的钻研,

是否还清楚记得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内容.如果教师

都不能认真思考这些内容,又怎能在学生的头脑中

建立正确的知识体系,又怎能培养善于思考的学生.

3 挖掘教材中习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年级《物理》教材

(2012年6月第1版)第96页“动手动脑学物理”第

3题,题目是这样描述的,“手持一个凸透镜,在室内

的白墙和窗户之间移动(离墙近些),在墙上能看到

什么? ”而教师教学用书中的解释是,“手持凸透镜

在窗户和室内的白墙之间移动,移到某个位置时,窗

框外的景物能在墙上形成一个清晰、缩小、倒立的

像”[2].由于这道练习题的出现,部分学生认为“在凸

透镜成像规律中,只要物距大于2倍焦距,像距就在1
倍焦距和2倍焦距之间,光屏上就可以出现倒立、缩

小的实像”.笔者在课堂上了解了学生的这种不严密

的观点后,特意安排学生在实验室上一节实验课,让

学生在实验室用光具座模拟以上实验,如图6所示.

图6

学生利用光屏、蜡烛和凸透镜按照图6组装实

验,却发现无论怎样移动透镜,光屏上都不能出现清

晰的像,学生的兴奋点立即被点燃,全班学生都觉得

很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笔者又给学生分

发了焦距不同的凸透镜,有10cm,20cm,30cm的

透镜,学生通过动手研究,最终发现原来光屏上是否

能成像还与凸透镜的焦距和物像之间的距离有关.
通过这样的实验,可以在学生的头脑中初步形成

u+v≥4f的雏形,虽然教师没有讲解具体的推导

和计算过程,但是学生经过实验和思考后,已经了解

了成像还与其他条件有关.学生经过这样的思考,便

能体会到思考带来的益处,使学生的逻辑思维变得

更加严密,让学生意识到初中所学的内容可能是不

全面的,自己若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是非常大的思维

提升.由于这部分内容是初中涉及不到的内容,所以

中考命题人也不应该编写出违背物理规律或者是有

争议的题目,但是,中考试题中依然存在这样的试

题,例如:

【例3】(2011年中考四川绵阳试卷)用水彩笔在

磨砂电灯泡的侧面画一个图案,然后把电灯泡接到

电路中让其发光,拿一个凸透镜在灯泡图案与其正

对的白墙之间(图案与白墙之间距离较大)移动,则

所画图案在墙上成清晰像的情况是

A.不能成像

B.能成一次像,是放大、正立的虚像

C.能成两次像,一次是放大、倒立的实像,一次

是缩小、倒立的实像

D.能成三次像,一次是缩小、倒立的实像,一次

是等大、倒立的实像,一次是放大、倒立的实像

试卷所给答案为:C.
题目中的距离较大难道就能表明u+v≥4f?

难道就一定能成两次像吗? 这样的中考试题会造成

负面的教学导向,难道让教师只教教材,只教成绩,

而忽略真正的物理规律吗? 那些真正清楚物理规律

的学生应该在考试中如何作答呢? 教师需要在平时

教学过程中多多钻研,对中考题要仔细分析,分析其

中的合理与不妥之处,减少对知识渊博的学生的干

扰,努力培养学生善于质疑的能力.
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们可能对于知识驾轻就

熟,不看教材也能把知识讲得清楚明白,但是,在备

课的过程中不能仅凭经验主义,不能脱离教材,应该

怀着尊重和质疑的态度对教材中的文字、图片和课

后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或许由于认为教材是权威,认为教材中的内容绝对

正确,同时又缺少勇于质疑的精神,而造成学生知识

的片面性和不准确性.因此,呼吁教师在备课时能多

思考,多质疑,上课时才能引导学生多思考,多质疑,

才能帮助学生形成勤思善问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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