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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知是学习者与问题情境交互的产物,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习得的知识会更加牢固与深刻.本文首先

阐述了问题情境在学习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然后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从“自制教具,还原情境”、“寓教于乐,共同参

与”、“以问诱思,以境促思”3个方面归纳总结了物理模型建立过程中情境创设的方法和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问题情境  物理模型  情境创设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写道,
“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这种论述反映了认

识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直观可以让抽象的知识形

象化、具体化[1].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也在研究中

得出结论:人类获取信息的83% 来自于视觉[1],可
见问题情境对获取认知的重要性.通过创设真实情

境实施教学,一则使学生身临其境,促使思维由形象

到抽象的转变;二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热情,让
学习活动变得主动、自觉.

笔者在教学中经常设法将典型的问题情境以各

种直观的形式呈现出来,将枯燥的文字表述转化成

可视化的情境演示,使学生理解起来更加轻松、透
彻,构建相应物理模型时更加自如、流畅.实践表明,

教学效果很好.以下结合3个具体案例展开论述.

1 自制教具 还原情境 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物理

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观察能力的培养.演
示实验、分组实验和探究性实验等都需要大量的仪

器,如果全部依赖成品教具,显然是不够的,这就要

求广大教师能够自制一定数量的教具,补充和完善

成品教具的不足.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也进一

步地强化了实验教学的地位和作用,提倡教师要善

于利用日常器具设计实验.

【例1】如图1所示,已知绳BC长L=202cm,

水平杆AB 长x=20cm.小球质量m=0.3kg,整个

装置可绕竖直轴OA 匀速转动,问:
(1)当绳子与竖直方向夹角为45°时,该装置转

动的角速度是多大?
(2)此时绳子的张力多大?
(3)某时刻绳子突然断裂,HOA=40cm,求小球

的落点到转轴的水平距离?

图1 例1示意图

解析:此题是“圆周”和“平抛”两种运动模型的

结合问题,涉及到的考点包括受力分析、向心力来

源、平抛运动的位移公式等,有一定的综合性,但难

度不大.笔者对学生的答题情况做了大致的认知诊

断,正确率不高的原因普遍在于他们不能将小球的

空间位置关系和实际运动情景紧密联系,会出现将

B 点当做圆心的错误判断,这反映出学生空间立体

想象力的匮乏.
为了攻克学生在这一点上的认知漏洞,笔者制

作了图2所示的装置,将抽象的问题描述转化为直

观的教具展示.小球在细线的牵引下做圆周运动,通

—25—

2016年第4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 嘉兴市桐乡市微型课题“基于真实情境创设的物理解题能力培养研究”,课题编号:Tc15029
作者简介:曾晗(1991  ),男,中教二级,主要从事高中物理教学和教学研究.



过课堂演示小球实际运动所在的平面,学生很容易

就能找出圆心.再用剪刀将细线的悬点位置剪断,最
终很容易地确定了小球的落点与转轴OA 的方位关

系.

图2 演示教具

案例评析:空间想象力是学生在高中阶段必须

掌握和具备的一种能力,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需要

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空间想象力的培养.美国心理

学家布鲁姆说过,“浓厚的兴趣能弥补智能的不足,

持久的兴趣会导致发明创造”[2].通过自制教具呈现

情境的方式,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素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
使学生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2 寓教于乐 共同参与 强化学生对“左手定则”的

应用

  物理学中有许多概念、定理、定律,学生在接受

时会感到抽象.教师要善于将抽象的问题变得直观,

学生在自己熟悉的情境中实现的认知构建才更具意

义,相较于单纯的“板演”,印象也更加深刻.
【例2】在宇宙射线中含有大量的高能带电粒

子.这些高能带电粒子到达地球会对地球上的生命

带来危害,但由于地球周围存在地磁场,地磁场能改

变宇宙射线中带电粒子的运动方向,如图3所示,对
地球上的生命起到保护作用.假设所有的宇宙射线

从各个方向垂直射向地球表面,那么以下说法正确

的是

A.地磁场对宇宙射线的阻挡作用各处都相同

B.由于南北极磁场最强,因此阻挡作用最强

C.沿地球赤道平面射来的高能正电荷向东偏

转

D.沿地球赤道平面射来的高能负电荷向南偏

转

图3 例2示意图

解析:本题考查洛伦兹力方向的判定方法,很多

学生知道考点,但经笔者统计,正答率只有35%,这
绝不是偶然.错误原因大致可归为两类:(1)忽略粒

子运动的方向特点,认为磁场强则阻挡强;(2)对

“左手定则”不能熟练应用.

图4 自制箭头

笔者在讲解中适当引导,并设置了如下环节:如
图4所示,用自制的3个实物箭头分别代表B,v,F
的方向,请3位学生上讲台为全班展示每个箭头的

方位指向,如图5所示,并要求其他学生参与监督纠

错,再通过个别变式强化“左手定则”的使用.

图5 学生合作演示

案例评析:教学追求“寓教于乐”,单调、乏味的

物理课堂必然效率低下,学生情绪低迷,久而久之,

思维便会僵化,自信便会缺失.教师在课堂中要善于

维持学生心态上的“饱满”和思维上的“灵活”,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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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一些能够抓住学生注意力的充满趣味性的情

境,在参与中掌握物理方法,领悟物理思想.

3 以问诱思 以境促思 加深学生对“杆球模型”的

理解内化

  竖直平面内的“杆球模型”是圆周运动中的一

个重点和难点,它对于引导学生如何分析向心力来

源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学生初次接触该模型

时,在理解上普遍存在困难,特别是在最高点时对杆

球之间作用力(支持力或拉力)的分析.笔者采用的

做法是就地取材还原情境,以问题串的形式对学生

思维进行徐徐善诱,逐步完成该模型的自主构建.
【例3】图6为竖直平面内“杆球模型”的示意

图,当小球到达最高点时,对杆球之间作用力的分析

可以通过设置以下探究问题逐步实现.

图6 例3示意图

探究1:小球能过最高点的最小速度是多少?

学生在知道了“绳球模型”中小球能够到达最

高点的最小速度是 gR 后,在“杆球模型”中,会想

当然地认为小球能够到达最高点的最小速度也是

gR,错误的原因是没弄清楚“绳”与“杆”的区别

(一硬一软,硬杆可以向上支撑小球).
笔者在教学时,让学生在课堂上现场自制了图

7所示的教具:在铅笔的一端插上一块橡皮,使橡皮

随杆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要求学生跟着教师

一起演示此情境).

图7 自制杆球模型

提出问题(师):要使橡皮能够到达最高点,速度

至少为多少?

学生从自己的演示中很容易就会发现,小球到

达最高点时的速度可以为零.
通过课堂演示,形象直观地呈现问题情境,促使

学生思考,最终得出结论.
探究2:当v=0时,杆对球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

如何? (如图8)

图8 v=0时小球受力图

此问用向心力的知识,很容易得出答案:

Fn=0⇒FN=mg(杆对球的力为支持力)

探究3:现使v从零开始逐渐增大,则杆对球的

支持力怎么变?

由Fn=mg-FN=mv2

R
知Fn增大(方向向下),

所以FN 逐渐减小.
探究4:随着v的增大,FN 减小,总有一刻会减

到零,当FN=0时,小球的速度v是多少?

当FN=0时,向心力全部由重力提供,则mg=

mv2

R⇒v= gR(此时,杆对球无作用力).

探究5:继续增大v,则杆对球的力还是支持力

吗?

此问中,笔者又创设了一个情境:将橡皮迅速摆

到最高点,我们发现它飞离铅笔.
提出问题(师):飞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生:因为铅笔没拉住橡皮,所以橡皮才会飞出去.

得出结论:当v> gR 时,重力不足以提供小

球需要的向心力,此时杆对球的力变为向下的拉力,

图9 拓展模型

以补充不足的向心力.
针对探究问题2~

5,笔者还设计了如图9
的学生体验环节,力求

让学生亲身融入到所创

设的情境当中,加深对

“杆球模型”的理解:用
手水平握住一重物,将手臂摆到最高点,使到达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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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运动问题

杨 蕾  黄亦斌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收稿日期:2015 11 13)

摘 要:主要探讨了汽车主动轮在运动中所受的摩擦,首先明确滚动摩擦的产生原理和适用范围,缩小问题范

围,将车轮运动看做刚体运动,得出静摩擦力的作用.最后,讨论汽车在提速前进运动中,引入驱动力,解释不做功的

静摩擦力是如何对汽车动能变化起作用,得出加速力与做功力的区别.
关键词:主动轮  滚动摩擦  动能  静摩擦  做功

  汽车前进过程是中学物理中常常讨论的问题,

尤其是汽车车轮所受摩擦力与其运动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然而,汽车

运动中究竟是滚动摩擦,还是静摩擦起作用常常难

以解释.本文以汽车的主动轮为研究对象,先讨论车

轮运动中滚动摩擦的作用,明确中学阶段车轮问题

所研究的摩擦范围,并对车轮的运动过程进行解释.

1 滚动摩擦

车轮滚动前进,在这个滚动运动中是否有滚动

摩擦力呢? 事实上,并不存在滚动摩擦力的概念.滚

动摩擦力这一提法曾出现在50年代的教科书中,此
后新改版的力学教材都将其做出改动,一律把滚动

摩擦中的阻碍改为滚动摩擦力偶矩.
假设车轮和地面为系统内的两个刚体,在不受

外力的情况下,轮子在地面上无滑滚动运动时,如图

1所示,车轮受到的重力G 和地面对车轮的支持力

N 都在通过质心的竖直直线上,这两个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假设地面粗糙,没有驱动力作用的轮子是

否受摩擦力? 若假设车轮受到向前的摩擦力,根据

质心运动定理,轮子将在水平方向加速运动,速度为

v;此外,摩擦力矩对轮子的转动起着阻碍作用,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减弱

点的速度逐渐增大,感受手与重物间作用力的效果.
案例评析:情境教学的核心是让学生主动参与、

自主研究,要求学生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去解决情境

中的任务,在研究过程中掌握物理学习的基本方法,
主动获取物理知识[3].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设置问

题串,通过互动问答实现师生间的情感交流不失为

一种很好的模式.在创设情境和设置疑问的过程中,
要循序渐进,层层深入,步步拓展,同时给学生提供

充足的主动参与和自主思考的空间,强烈的好奇心

会“逼”着学生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学生在付出

一定的脑力劳动并获得成功之后,学习物理的兴趣

和信心也会大大增强.

4 总结

认知学习理论认为,知识存在于我们所生存的

环境及我们所从事的活动中,学习者要学习某种知

识,必须要进入相应的情境中[3].也就是说,认知是

人与情境互动的产物,学习者只有融入实际情境中,

才能建构出有意义的知识.而我们的学生普遍缺乏

的就是诸如这一类的生活体验,这就需要我们广大

教师积极地去创设各种有助于学生理解的问题情

境,努力尝试让物理问题从文字描述回归真实,课堂

上应尽量多地增加学生的体验,在创设的情境中逐

步实现对物理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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