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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教学经验,举例说明几类突破教学难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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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教学难点,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造成

学习障碍的知识点.障碍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知

识点本身的复杂程度,也可能是因为学生的认知水

平的限制,教学过程中,这些教学难点成为部分学生

学习的拦路虎.不同的内容对不同的学生,可能会有

不同的教学难点.教师不仅要分析教材,还要研究学

生,研究不同层次的学生,找准学生的“学习难点”,

也就找准了“教学难点”.卡罗尔在他的“学校学习模

式”中至少界定了5个影响学生所能达到的学习程

度的主要变量:学生的毅力、允许学习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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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既然光电效应中没有真正意义的内阻,那么题中的

内阻r是否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呢?

如果我们自己思考电源的输出功率和电源的效

率,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有趣的现象.
当外电阻R 很小时,所有的电子将均可以到达

B板,但到达B板时是仍然有一定的初速度的,即在

B 板仍然会发生光电效应的,即Ekm -eNeR=Ek,

Ek=hν,每个电子的能量只被吸收了eNeR=Ne2R,

另外的能量通过光电效应形式,以新的光子形式释

放出去了.而当R=r=Ekm

Ne2
时,所有的电子均被B板

吸收,且到达的速度为零,此时输出功率达到了最大

值,即P出 =NEkm,电源的效率也达到了100%.
即P出 R,η R 的关系可以用图3(a)和图3(b)

表示.

图3

3 结语

物理学可以说是一门模型学科,求解物理问题

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把实际模型简化为理想模型 而

通过物理模型的简化,可以使问题的本性体现和核

心归整,通过大胆合理的猜想,可以舍去那些次要的

东西,却更能深刻反映它的物理本质.用好用活物理

模型,可以使物理概念有了载体和依托,从而能够运

用已学过的知识去解决未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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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学生的能力倾向、学生的学习能力.现在教学

分析教材多,研究学生少,但是真正的教学难点,是

应该建立在研究学生的基础上的.研究学生,研究教

材,教师在找准“教学难点”后,就要想方设法突破

教学难点.笔者对突破教学难点的方法进行了简单

归类,与诸位同行进行交流.

1 画图法

物理教师要善于画图,善于把立体图转化为平

面图,善于从不同角度画平面图,善于画受力分析图

和过程分析图,善于画几何关系图.几幅图,三言两

语,就能把难点突破,重点突出,对于教师来说,这是

一种重要的本领! 不仅教师画,还要引导学生画,要

画出“豁然开朗”,画出“柳暗花明”,画出“灵感”,画

出“思想”.画图符合“直观性教学策略”,加涅的9大

教学事件中,第一事件就是“引起注意,确保刺激被

接受”,因此,通过“画图”刺激学生,突破教学难点.

案例一:回旋加速器周期问题

在人教版选修3 1教材的“回旋加速器”教学

内容中,难点就是磁场的周期和电场的周期之间的

关系,教师就可以通过画图,化抽象为形象,并且结

合带电粒子的实际运动,把问题讲明白.假如教师能

够引导学生通过分析,自己画出来,效果会更好.如

图1,为回旋加速器原理示意图.

图1

如图2所示,其中T=2πmBq
,Δt,Δt′,Δt″为带电

粒子在电场中运动的时间,并且每一次通过电场时

间不同,且因为板间距离小,粒子速度大,所以Δt≪

T,因此带电粒子在电场中运动的时间就可以忽略,

电场变化的周期就与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周期

相同.

图2

2 实验法

物理教师都知道朱正元教授这句话,“千言万语

说不清,一看实验便分明”,说明实验在物理教学中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这样说,没有物理实验,

就没有物理教学.物理实验还可以帮助学生突破“教

学难点”,有些学生很难理解的知识和规律,一个实

验就可以解释的“淋漓尽致”,比如带一个“魔环”进

教室,通过演示,既可以建立小球通过最高点不脱离

轨道的情境,也可以建立速度不够时如何脱离,在什

么位置脱离,脱离后做什么运动的情境.

案例二:判断自行车前后轮所受摩擦力的方向

学生对地面给自行车前轮与后轮的摩擦力方向

为什么一个向后一个向前始终理解不了,这时候,教

师就可以把自行车搬进课堂进行实验,为了使效果

明显,可以在后轮下垫一白纸板(如图3),转动自行

车脚踏板,随着后轮的转动,白纸板向后运动,显然

后轮给白纸板的摩擦力是向后的,那么白纸板给后

轮的摩擦力就是向前的.再把自行车前轮用钢条固

定,不让其转动,转动脚踏板,自行车还能向前进,但

是前轮是向前滑动的,那么地面给前轮的摩擦力就

是向后的,正因为向后,所以导致前轮转动.可以这

样总结:自行车后轮是“先转后动”,前轮是“先动后

转”.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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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拟动画法

对于学生来说,有些动态变化的问题一直是学

生难理解不易掌握的知识点,因为只要是动态变化,

就要牵扯“极值”问题,而“极值”问题往往是学生难

以逾越的一座座“高峰”.学生思维图景中,无法把一

幅幅单独的图片连贯起来,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多

媒体辅助教学,把动态变化的问题制作成动画,从而

设置“台阶”,让学生突破“难点”.
案例三:“动态圆”问题

如图4所示,在真空区域内存在着有界的匀强

磁场,L1 与L2 为磁场的边界线,磁场方向垂直纸面

向里,磁感应强度B=1.0×10-2T.L1与L2之间的

距离d=8cm.在P点有一放射源,它可以在平行纸

面的方向向各个方向发射速率v=1.0×105m/s的

带正电粒子,粒子质量m=1.0×10-26kg,粒子的带

电荷量为q=1.0×10-18C,试求:在L1 上哪个范围

内有粒子从磁场中射出.(不计重力的影响.)

图4

分析: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的半径大

小一定,根据公式

r=mv
Bq

代入数据可以求得

r=1.0×10-26kg×1.0×105m/s
1.0×10-2T×1.0×10-18C =0.1m

圆的半径大小一定,这类题目就是一个“动态

圆”问题,教师可以在课件上制作动画,如图5所示,

让大小一定的圆以P点为“挂点”旋转,L1边界上有

粒子射出的临界点也就露出“庐山真面目”.因为篇

幅问题,具体求解略去.

图5

4 问题台阶法

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在问题的引领下,学

生能够不断的思考,逐步明白问题的实质.一系列问

题,就是一个个台阶,把复杂难懂的问题给肢解,尽

管有时候显得支离破碎,不利于学生整体思考,但是

问题串的方式确确实实能够突破教学难点.

案例四:电场强度概念的理解

关于电场强度概念的理解,有的教师就设计了

如下的问题,引导学生突破对“电场强度”概念的理

解.

(1)带电体之间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2)怎样研究电场的性质?

(3)同一试探电荷放在电场中的不同地方,所

受电场力不同,说明了什么?

(4)能否直接用试探电荷所受的电场力来反映

电场的强弱?

(5)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买两个西瓜,一只10

元,另一只20元,是不是20元的一定贵?

(6)在电场中同一点能否也找到一个与试探电

荷无关的反映电场强弱的物理量(类似于西瓜的单

价)?

(7)前面还学过哪些用类似方法(比值)来定义

的物理量?

(8)想一想,密度公式中ρ=m
V

中,密度与物体

的质量和体积是什么关系?

(9)根据电场强度的定义式E=F
q
,电场强度与

试探电荷的电荷量和它所受的静电力有无关系?

(10)如果同一试探电荷在电场中的两个位置,

所受的电场力大小相同,但是方向不同,这两个位置

的电场强度是否相同?

通过这一系列问题,引导学生逐步思考,就像剥

洋葱一样,层层拨皮,露出电场强度概念的“核心”,

学生也能突破难点 ——— 比值定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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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比法

俗话讲“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里面其实

包含着许多哲学道理,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对比,发

现差异,激发矛盾,被“吓一跳”,从而引起思维的顿

悟.对比,是一种常见的教学方法,比如讲到牛顿第

三定律的时候,一定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与一对平

衡力对比,讲到位移的时候,一定和路程做一下对

比,通过对比,发现不同,找到差异,也就更能深刻理

解问题.

案例五:机械能守恒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条件

的对比

动量守恒定律的适用条件是相互作用的物体所

受合外力为零或者内力远远大于外力.根据动量定

理可以推导出动量守恒定律,如图6所示,相互作用

的物体A 与B,F 和F′为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图6

对物体A 来说,根据动量定理

Ft=m1v1末 -m1v1初

对物体B 来说,根据动量定理

F′t=m2v2末 -m2v2初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F′=-F

(m1v1末 -m1v1初)=-(m2v2末 -m2v2初)

整理得

m1v1初 +m2v2初 =m1v1末 +m2v2末

对比问题出现,对于系统机械能守恒定律来说,

条件是外力只有重力做功或者其他合外力做功为

零,内力没有耗散力(滑动摩擦力)做功,但是为什

么动量守恒定律中没有牵扯内力的事情呢? 也就要

引导学生分析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冲量和功的

对比关系.冲量是力对时间的积累,一对作用力和反

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时间一定相同,那么

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冲量一定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矢量),所以系统的内力不影响系统的动量.但是

功是力对空间的积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功

却有很多种可能性,主要是因为力的作用点对地的

位移不一样.所以机械能守恒定律的条件中,研究对

象是多个物体的,必须考虑内力,而动量守恒却不需

要.

6 类比法

类比法可以有效唤起学生已有的知识或经验,

化解学习难点,促进知识的正迁移.在物理的学习过

程中,通过类比可以把不同的对象进行比较,找出它

们的相同点,就可以把已经熟悉掌握的知识投射到

另一个研究对象中去.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在

解决问题时,会引用贮存在长时记忆中相似问题为

基准参照题(简称为基题),他们在解题时会根据贮

存在短时记忆中的目标题来提取基题与之类比,一

旦类比关系确定,基题的解题思路就可以相应地移

植到目标题上.

案例七:光斑移动问题

如图7所示光屏MN 水平放置,一个小平面镜

放在它的右上方,正面水平向下放置,它们之间的竖

直距离为h,现有一束单色光竖直向上垂直射在平

面镜上的O 点,而此时小平面镜开始在竖直面内以

角速度ω 绕O 点顺时针转动,则当小平镜转过一小

角度α时,在光屏上光斑的速度为多大?

图7

这个题目要想解决的话,就可以用绳拉小船模

型来类比解决.光斑的运动相当于小船的运动,光斑

的速度就与小船的速度对应,反射光线对应绳子,这

样,可画出如图7所示的速度分解示意图,图中vn=

ωr=2hωcos2α
,vn=v光cos2α,可以解得v光 = 2hω

cos22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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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组合作讨论法

笔者始终认为在现行教育中合作学习很重要,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小组学习,在学生学

习过程中,难点部分,即使教师讲解,学生也听不明

白,就需要学生自己“七嘴八舌”的讨论一番,学生

们有时或许没有答案,但是他们的讨论就在“未理解

领域”和“已理解领域”架起一座桥梁.

贝弗里奇说:“讨论必须在互相帮助,互相信任

的气氛中进行,人们必须作出自觉地努力,以保持敞

开的、善于接受他人意见为头脑.参加讨论的人数通

常以不超过6人为宜.在这样规模的小组中,没有人

会怯于承认对某些事物的无知,并从而纠正错误,因

为在知识高度专门化的今天,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

限的.自觉无知和学术上的诚实,对研究人员来说,

是两个重要的品格.”在“运动电荷在磁场中受到的

力”一节课中,洛伦兹力的方向容易判断,无论是通

过实验还是通过左手定则都可以比较容易掌握,关

键是洛伦兹力的大小,推导的过程需要学生认真思

考,再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然后展示.难点内容,突破

要有法,也必须有时间的保证,小组合作交流就是最

好的选择.

案例七:月地检验

在人教版必修2“万有引力定律”一节内容中,

“月地检验”是一个教学难点,单凭个人的智力大部

分学生是无法理解相关内容的,因为“月地检验”中

就包含了处理天体运动两类基本思路,学生初学,运

算量比较大,并且它把地上的力和天上的力联系在

一起,学生不易想象.因此可以设置以下表格,让学

生分小组进行讨论.

表1 设置表格

提出的问题 月地之间的引力是否满足平方反比的关系

已知的物理量

地表重力加速度   g =9.8m/s2

地球半径   R =6400×103m
月亮周期   T =  27.3天 ≈2.36×106s
月亮轨道半径   r≈60R

未知的物理量 引力常数G,地球的质量 M,月球的质量m

能求出月地之间具体力的大小吗?

讨论探究如何验证月地之间的引力大小
是否满足平方反比的关系(解决问题的方
法、运用的规律)

温馨提示:这一章解题时常用这些公式
噢!

  讨论完毕,小组展示.因为运算量比较大,运用

的公式比较多,对于初学者来说需要深入思考,再合

作交流,方能取得突破.
突破教学难点方法,笔者总结了非常“6+1”

法,其实它们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也就是说突破难

点这几种方法可以综合使用,尤其是“小组合作讨论

法”,最终是建立在另外6种方法基础上的,也就说,

小组合作交流完毕后,教师需要重点讲解的时候,就

可以用笔者提到的前面6种方法.突破教学难点的

方法远远不止笔者总结的这些,笔者仅希望通过此

文抛砖引玉,引发教师更多的思考.教师心中有法,

在备课的时候,也就胸有成竹,可以几种方法并用,

从而突破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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