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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概念,既是物理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通过逻辑推理,构建知识体系的基本元

素,因此研究物理概念教学策略,对实施有效教学非常必要.本文以同题异构课“电容器的电容”为例,从创设情境、

巧用实验、注重类比、重视体验等4个方面来探析物理概念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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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概念是反映物理现象、物理过程本质属性

的抽象和概括,它是在大量地观察和实验,以及猜想

和探究的基础上,运用物理思维方法,对事物本质

的、共同的特征高度概括而形成的.物理概念不仅是

物理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物理

学知识体系的基础.物理学家李政道在回答怎样才

能学好物理这一问题时就强调:学习物理的首要问

题是要弄清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
“电容器的电容”这一节内容所涉及的概念很

多,由于学生缺乏感性认识,普遍觉得这些概念比较

抽象,难以理解.最近,笔者所在的学校举行了备课

组长展示课活动,本校的两位教师在活动中执教了

本课题.通过全程参与本次活动,并反思两位教师的

整个教学环节,对如何进行有效教学,特别是对如何

有效地进行概念教学,感触颇深,现记录下来与同仁

们共同探讨.

1 创设情境 感知和体验概念

概念的引入是概念教学的首要环节,概念导入

环节是否恰当有效,将直接关系到学生对概念的理

解和掌握程度.

教学片断1:电容器的作用及构造

教师甲:

展示自制的简易电容器(将两个不锈钢的碗叠

一起,中间夹了一层塑料薄膜,如图1所示).

图1 自制的简易电容器

教师一只手托住外侧碗底,把感应起电机的一

只金属杆接触内侧的碗,请学生 A摇动感应起电

机.然后移开感应起电机,请学生B和教师手拉手,

让学生B的另一只手触摸内侧的碗,感到被电了一

下,说明金属碗带了电,这只碗可以用来“盛电”.

向学生说明这是一个可以储存电荷的装置即电

容器,并引导学生总结电容器的结构.

教师乙:

展示超级电容车的图片,引发学生质疑,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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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器及电容器的作用.

将充好电的纸介电容器与一发光二极管相连,

二极管发光,让学生了解电容器的作用.

每个桌上发一纸介电容器,让学生拆开纸介电

容器,让学生观察电容器的构成.

引导学生总结电容器的结构,并一起寻找身边

的电容器.

反思:概念教学的首要任务是使学生认识到引

入新概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

探索学习新知识的强烈愿望,又可以开拓学生的思

维.在以上两位教师的教学中,教师都是先通过身边

可利用的资源将课堂教学问题巧妙地蕴含在其中,

创设最有利于课堂教学展开的情境,充分开发情境

的功能,让学生充分感知,建立表象,进而通过归纳、

抽象概括获得概念.但要注意的是,情境的设置并不

是一味地追求新异和震撼的效果,而应根据课堂的

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发展水平因素,使

情境的创设为概念教学发挥最大的有效能量.

2 巧用实验 形成和获得概念

物理实验是将物理现象在人为条件下的再次重

现,其特点是直观、形象、生动,因此,以实验教学的

手段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新的概念.难理解的、抽象的

概念可借助实验化难为易、化抽象为直观,从而便于

学生理解和把握.

2.1 巧用演示实验 使微观概念宏观化

教学片断2: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

教师甲:

按如图2所示的电路演示了充放电现象,并设

计了以下一系列问题:

图2 演示充放电现象的电路

(1)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说明了什么?

(2)接电源时,为什么会充电? 电流方向如

何? 一直有电流吗? 能从能量的角度解释此现象

吗?

(3)断开后电容器还带电吗? 哪个极板带正

电?

(4)短路后为什么有电流? 一直有电流吗? 说

明了两极板间正负电荷数量有什么关系?

反思: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属于微观运动,其特

点是抽象,不易理解,是本节课的一个难点。教师借

助于发光二极管,使学生通过直观形象获得感知,得

出物理实验事实,并经过分析、推断,最后逐步抽象、

内化成概念.

2.2 巧用对比实验 使抽象概念形象化

教学片断3:电容器的电荷量与电压的关系

教师乙:

将两相同规格的电容器分别充得不同的电压

后,与同一规格的电子钟相连,当电容器放电时,通

过观察石英钟的秒针转过的格数,就可以直观地显

示出电容器放电前所储存的电荷量的多少,从而演

示电容器的电荷量与电压的关系.

反思:对比实验演示,可以是相同条件下的对

比,也可以是不同的条件下的对比.此对比实验取材

于学生身边的熟悉情境,演示模式简明、直观、示意

性强且可见度大.学生通过实验观察可以引发思考,

并通过对比分析,归纳综合和消化理解,使得物理概

念的学习形象直观、生动活泼、深刻有效.

3 注重类比 同化和顺应概念

当难以找到适当的上位概念来定义新概念时,

可以考虑用类比的方法来处理,通过设置合理的问

题链,让学生经历探索过程,从认知相似及差异中,

还原概念形象特征,构建出物理概念的全貌.

教学片断4:电容概念的形成

教师乙:

通过幻灯片向学生展示两个不同的电容器和两

个底面积不同的蓄水池(透明玻璃水槽),并设计了

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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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判断电容器储存电荷的本领大小? 是

否储电量大的,容纳电荷的本领就强?

(2)蓄水池和电容器是否有相似之处? 请将它

们各自涉及的物理量作个类比.
(3)如何判断蓄水池储水本领的大小? 你认为

蓄水池的储水本领是由什么决定的?

(4)类比蓄水池,你认为怎样来比较电容器容

纳电荷的本领? 它容纳电荷的本领是由什么决定

的?

在和学生充分讨论后,最终确定,可以用电荷量

与电压的比值来反映电容器容纳电荷的本领,并得

出了电容器储存电荷的本领应是由电容器自身的性

质决定.最后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分别记录

电荷量为Q,Q2
,Q
4

时的电容器的电压(电荷量减半

的方法:两个规格一样的电容器相连),从而证实以

上的想法.

反思:类比可以很好地建立科学概念与已有经

验的联系,它能够帮助学生在熟悉与陌生的知识之

间建立起联系,是促进学生概念形成的有效教学策

略.而电容这一概念极具抽象性,教师将这一抽象的

概念跟生活中常见的、耳熟能详的蓄水池进行类比,

引导学生从貌似无关的两个事物中发现它们的某些

共同的本质特征,在一定的程度上将电容的概念形

象化、具体化,从而帮助学生顺利地同化理解新概

念.

4 重视体验 领悟和内化概念

古人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

行”,只有让学生经历丰富的科学实践活动,才能形

成自己的真实体验,对概念深层结构的认识才会更

加清晰.

教学片断5:探究电容器电容的影响因素

教师甲:

(1)猜想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可能与什么因素

有关?

(2)思考用实验如何来探究电容跟这些因素间

的关系?

(3)学生自己用数字式多用电表探究平行板电

容器的电容的影响因素.

反思:让学生们自己通过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

构成概念的各种因素,从而理解、内化概念,建构出

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是最为有效的概念教学实践

手段.在教师甲的课堂教学中,我们欣喜地发现,有

同学竟然用人体模拟平行板电容器,成功地探究了

电容和板间距、正对面积、电介质之间的定性关系.

真切又鲜明的现象,能把学生的各种感官充分调动

起来,促进学生正确而积极的思维,帮助学生了解概

念的形成过程,理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避免用死记

硬背的方式学习物理概念.

5 结语

以上概念教学除了引入、形成阶段,还有巩固和

深化阶段,前者的目的是让学生建构高度概括的认

知结构,而后者的目的是能丰富和完善学生对概念

的理解,纠正认知偏差,避免产生相异构想。因篇辐

所限,对于后者,本文不再赘述.

总之,任何新知的获得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

物理概念,唯有让学生真正经历概念的生长过程,让

知识的生成步步留痕,有声有色,才能揭示其概念的

本质要义,使学生明白其缘起缘落,内化概念.

所以,教师在概念教学中,要结合概念的特点和

学生的实际,从学生的兴趣点和关注度出发,注重概

念教学的层次性,设计出灵活多变的探究和实践环

节,采取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不断深化和发展概

念,提高学生的物理学科能力和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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