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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必修1是高中物理学习的起点和关键点,笔者认为在必修1的知识点中存在5个关键知识点,并对这5
个关键知识点的教学做出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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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物理的难学难教是长期困扰广大师生的

一个难题,尤其是很多学生从初中升入高中后由于

各种原因在高一上学期物理学习会出现雪崩式下

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高中物理真的很难学

吗? 广大物理教育工作者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和实

践,也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做法.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在

高一上学期的物理教学中能够把握关键点,可以更

好地帮助学生突破高一物理学习困难的现状,更好

更快地适应高中物理的学习.

1 必修1的教材地位

先看课程标准解读中对必修1的要求:进一步

学习物理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了解物理学在技术

上的应用和物理学对社会的影响.本模块的概念和

规律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有关实验在高中物理中

具有典型性.要通过这些实验学习基本的操作技能,

体会实验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及实践在人类认识世界

中的作用.将在学习物理基础知识的同时,初步经历

对自然规律的探究过程,从中体会物理学的思想,并

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受到熏陶[1].再看高考

考纲中对必修1的要求,如表1所示.
由以上标准要求和高考考纲要求可知,“必修

1”对高中物理的学习起着基础性作用,尤其是高考

考纲中对必修1中列出8个知识点的要求,其中4个

是二级要求,比例达到50%,而且不仅仅是这些知

识点本身的学习要求高,更加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和

方法及能力是将来物理学习的基础.由此可见必修

1的知识的基础性和在高考中的重要性.因此,必修

1的教学成为物理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重在其知识

的重要性,难在学生的适应性和掌握性.笔者认为,

如果我们能抓住必修1中的关键知识点,可以使必

修1的教学更加有效,学生也能更快地适应高中物

理的学习.
表1 必修1知识点

内  容 要求 说  明

1.质点 参考系和坐标系 Ⅰ

2.路程和位移 速度和速

率  加速度
Ⅱ

3.匀变速直线运动 自由

落体运动
Ⅱ

4.形变和弹力 胡克定律 Ⅰ

5.静摩擦  滑动摩擦  

摩擦力  动摩擦因数
Ⅰ

6.力的合成和分解  Ⅱ

 力的合成和分解计算,

只限于用作图法或直角三

角形知识解决

7.共点力作用下物体的平

衡
Ⅰ

 只要求解决在一个平面

内的共点力平衡问题

8.牛顿运动定律及其应用 Ⅱ

 加速度大小不同的连接

体问题的计算仅限于两个

物体的情况

2 必修1中的关键知识点及应对方法

必修1中的知识点很多,究竟哪些才是重要的

关键知识点,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

判:(1)该知识是否学生难于理解;(2)该知识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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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对学生的后续学习造成重大影响;(3)该知识点

是否对学生物理思想和物理思维方法及物理研究方

法的形成具有独特的影响.基于以上3点评判标准,

笔者对照必修1的学习知识点和学习要求,筛选出

以下5个知识点,并给出了具体的关键点分析过程

及相应的教学方法.
(1)注意“矢量”

现在无论是人教版教材还是其他版本教材,均

将运动学放在第一章学习,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学生

刚进入高一就面对高难度的力学分析问题,有效降

低了学生在高一起始阶段的学习难度,但是就是在

运动学的学习中相比较初中而言依然存在着两个学

生很难把握的难点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矢量”问

题.
“位移”是学生在高中阶段遇到的第一个矢量

问题,学生的理解难度相对而言比较大.运动学概念

的教学是整个运动学乃至动力学的基础,很多教师

也很重视开始的矢量教学,但是很多物理教师为了

以后教学的方便,在学生开始接触矢量的时候就加

大了教学难度,甚至于都直接开始教矢量的运算法

则.学生刚刚接触到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到的新

知识,还没有全面地了解和深入地认识该物理量,还

存在着很多的困惑,当然不能熟练地运用,在作业中

就出现了大量的错误,教师此时就要分析错误的原

因,及时降低教学难度,增加和生活直接相关知识的

教学可以有效降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难度.在教学

中非常有必要将“位移”和“路程”进行对比教学,同

样是描述运动的物理量,这两个量之间存在什么样

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学生在比较学习中加深了对

“位移”的矢量性的认识,达到了教学目的.
(2)把握“加速度”

描述物体运动的各个参量在知识体系中显然存

在着非常强的逻辑关系.想正确描述一个物体的运

动就必须要有参考系,在参考系的基础上建立坐标

系才能确定物体的位置,有了位置才有了位置的改

变即位移,有了位置改变得快慢才有了时间和速度,

有了速度改变得快慢才有了加速度,从参考系到坐

标系到位移到速度到加速度在逻辑上是层层递进、

步步高升的过程.有了这样的逻辑基础学生才明白

引进加速度这个物理量的意义.在学习加速度这一

知识点时,学生最容易混淆的就是速度、速度的变

化、速度的变化率(即加速度)这3个物理量的大小

及方向的联系和区别.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

通过实例来加强学生对加速度的计算和3个物理量

的理解和区别.放慢教学进度,让学生有时间自己亲

自计算一番,以加深他们对这个重要概念的理解.
(3)准确判断“摩擦力”

高中物理中的摩擦力包括“静摩擦力”和“滑动

摩擦力”.由于学生对摩擦力的“隐蔽性”敏感度不

够和“种类的不确定性”认识不足以及摩擦力产生

条件中的“相对运动”或者“相对运动趋势”的把握

不准确,造成的结果就是摩擦力对学生来说是所有

力中最难认识和最难把握的一个力,学生一旦遇到

有摩擦力参与的问题就会有错误率大幅度飙升的现

象.笔者在教学中发现主要是摩擦力方向的确定严

重阻碍了学生对摩擦力的认识.关于摩擦力方向的

确定,学生主要是受到初中摩擦力知识的负迁移影

响,初中物理中对滑动摩擦力方向的表述就是与物

体的运动方向相反(苏教初中物理),在高中物理学

习摩擦力的方向时学生无法理解“与相对运动的方

向相反”,总是认为和初中时的判断方法一样.初中

如此表述在初中有其合理性,但是高中涉及到的摩

擦力比初中更加深入,这就要求教师在摩擦力这一

知识点的教学中必须多下功夫多动脑筋来帮助学生

突破这一重点和难点.教师在教学中要帮助学生认

识到以下几点:一是相对运动,在初中不学习相对运

动,这一点对高中物理的学习造成负迁移,很多学生

在高一阶段只看运动方向就判断摩擦力的方向了,

所以在高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认真地和学生讲清楚

什么是相对运动及如何来判断相对运动的方向.二

是摩擦力的成对出现,这一知识点将会对今后的系

统热量的求解,摩擦力做功有着直接影响,所以教师

可以在教授摩擦力的时候通过双手摩擦来让学生体

会力的相互性,也为今后牛顿第三定律的学习打下

一个基础.三是滑动摩擦力的计算公式中正压力 N
的理解,摩擦力是一个被动力,它以弹力的存在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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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而且受到物体运动状态变化的影响,有的学生由

于在初学摩擦力的公式时没有对正压力形成正确的

理解导致即使在高考中也会将N 解错的问题.所以

教师在这里需要特别小心,可以结合多种例题的分

析,比如水平面上、斜面上、竖直面上、施加外力等等

情况来进一步帮助学生加深对N 的理解.
(4)准确做好“受力分析”

受力分析是今后学习的基础,有了正确的受力

分析,物体的运动及运动状态的变化,功和能的转化

才有了方向性.因此如果受力分析不正确,将会使今

后的物理学习变得非常困难.可以说,如果受力分析

不过关,后续的物理学习将会举步维艰.受力分析中

最大的困难点出现在弹力和摩擦力的分析上.
学生在初中阶段已经初步学习过重力、弹力和

摩擦力,因此在高中再次学习时,在很大程度上会有

轻视问题的心理,总以为已经学习过了,没有什么难

度,因此上课听课不完全用心,等到发现用初中知识

解决高中问题屡屡碰壁时才发现初高中知识和要求

存在巨大差异,再回头,结果既浪费了时间,效果又

不好.甚至很多学生因为屡次碰壁而丧失了对物理

学习的信心.
因此在受力分析教学时,作为教师来讲一定要

正确认识到受力分析对学生的重要性和困难性,学

生开始接触受力分析时一定会出现各种错误,最容

易出现的就是漏力和多力,从对问题的规范性分析

入手,让学生养成按顺序分析的习惯,培养他们敏锐

的观察能力和严密的逻辑能力,为将来的学习奠定

良好的基础.
例如一种常见的对绳子和轻杆问题的受力分析

中,学生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这两种外表上没有什

么重大区别的物体在施加力的方面却截然不同呢,

这时笔者认为就要多用绳子挂小球和杆子挑小球等

实例让学生明白绳子只能提供拉力,而杆子既能提

供拉力又能提供推力还可以提供不沿着轴线方向的

力.这样既可以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又让他们觉得

学有所用,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5)清醒认识“牛顿第二定律”

牛顿第二定律作为力学体系的核心知识,它起

着动力学和运动学的桥梁作用,对牛顿第二定律的

把握程度直接影响着今后物理的学习,但是牛顿第

二定律在后续的学习中将得到不断的强化,因此在

牛顿第二定律的教学时,教师不能有一步到位的思

想,在教师和学生正确探究了加速度和力及质量的

关系的基础上,让学生明白合力决定加速度而不是

速度,力与速度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加速度的大小

和方向由合力的大小和方向决定,加速度与速度方

向相同才能加速,相反就减速,换句话说,力和速度

之间只有通过加速度这个桥梁才能实现对话.在实

际教学中教师可以一开始不要对学生提过高的要

求,要允许他们开始的时候出现一定的问题,在问题

中寻找正确的认识,循序渐进,螺旋上升,逐步提高

对牛顿定律的认识.

3 结束语

由以上分析及建议可知,必修1知识在时间上

来讲是处于初高中物理衔接阶段,所学知识对学生

来说的确存在着诸多的理解难点,学习的困难可想

而知,容易出现物理学习从初中到高中断崖式下跌

的情况,而必修1又是今后物理学习的知识基础和

方法基础,如果必修1的学习出现问题,今后物理学

习就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就需要广大物理教师认

真地研究课本、研究学生、研究教学,寻找最合适的

教学方法,抓住关键知识点,初步帮助学生建立起高

中物理的学习体系和研究思想,帮助他们顺利渡过

初高中衔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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