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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视频是指短则30s,长则不超过20min的视频短片,微视频的内容涉及面广泛,视频形态多样,制作方

便.在平时教学中可以帮助我们将一些不方便现场演示的实验加以演示,这样既节省了宝贵的教学时间又可以让学生

有多种感官刺激,方便知识的建构.在高三实验复习课适当地制作微视频在课堂中穿插使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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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高考越来越重视对学生实验能力的考查,

尤其是针对实验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高三实验

复习课,时间紧任务重,要想在课堂上把每个细节分

析清楚困难重重.虽然新授课时已经做了实验,仍然

有很多学生容易遗忘和难以区分的地方.有的学校

采取重新做一遍实验的方法,可是由于课时的限制,

难以实现,另外有一些实验(如水果电池)没有办法

在课堂上完成,微视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

式解决课时不足的问题.
下面就“测定电源电动势和内阻”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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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下

弹,不计空气阻力,问炸弹扔下后在空中如何排列?

(3)一人站在轮船二层甲板上,以最大速度奔

跑想跳入水中.由于一层甲板过长,每次都只能跳到

一层甲板边缘而不能跳入水中.有人建议在人以最

大速度奔跑过程中,让轮船向相反方向以速度v匀

速运动.请问这种情况下人能否跳入水中?

(4)在匀速向前行驶的汽车车厢内,前后车窗

上各趴有一只蜜蜂,当两只蜜蜂同时相对车厢以同

样的速度向对方车窗飞去时,问前车窗的蜜蜂先到

达后车窗还是后车窗的蜜蜂先到达前车窗?

笔者在教学中把这4个问题放在了课堂的最

后,让学生分小组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4 深度挖掘物理学史 增加学生学习兴趣

虽然上课前学生对牛顿第一定律内容就有所了

解,但他们只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总是错的;只知

道伽利略做了个理想实验就得到了牛顿第一定律;

练的最多的是通过惯性程式化地解答相关的问

题[1].我们有必要给亚里士多德平反:他是古希腊哲

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他的著作涉及逻辑学、哲学、神学、物理学、天文学、

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及文学等.亚里士多德对世界

的贡献无人可比.而伽利略的贡献也绝不仅仅局限

于一个理想斜面实验:真实实验和理想实验相结合,

经验和理性(包括数学论证)相结合的方法,是伽利

略对近代科学的重大贡献.爱因斯坦是这样评价的:

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

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

开始;物理学发展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理论的

建立,都是在理想实验的帮助下完成的.牛顿所做的

工作也不仅仅是进行了总结,更是从物理上赋予了

明确的内涵,这其中包括惯性和力作为科学概念的

提出,以及惯性参考系等,同时明确了力和运动及变

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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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微课程提高复习课的效率.这一实验有这

样几个方面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实验仪器的选择,实

验电路的选择及误差分析,伏阻法及安阻法电路分

析等等,每个重点都可以让微视频帮助我们排忧解

难.

首先,在上课前请两名学生重新做一下这个实

验,然后录制成微视频,把浪费的时间剪辑一下再配

上解说,这样在课堂上用两分钟左右就可以让学生

重新温习一下这个实验,同时让其中一名学生谈一

下实验中的困惑和失误,然后让其他学生讨论指出

他们实验中出色完成或不足的地方,这也是很多学

生不注意的地方,这样既体现了合作探究,也有利于

所有学生掌握实验,对实验基本原理和步骤了解清

楚.

1 难点突破一 实验仪器的选择

实验仪器的选择是学生容易错误的地方,电压

表还好,可以根据电源电动势来选择,电流表及滑动

变阻器的选择很多学生基本靠蒙.

【例1】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定电源的电动势和

内阻的实验,电路图如图1所示,供选用的器材有

(  )

A.电流表(量程0~0.6A,RA=1Ω)

B.电流表(量程0~5A,RA=0.6Ω)

C.电压表(量程0~3V,RV=5kΩ)

D.电压表(量程0~15V,RV=10kΩ)

E.滑动变阻器(0~10Ω,额定电流1.5A)

F.滑动变阻器(0~2kΩ,额定电流0.2A)

G.待测电源(一节一号干电池)、开关、导线若干

图1 测电源电动势和内阻实验电路图

(1)实验中电流表应选用 ,电压表选用

,滑动变阻器选用 .(用字母代号填写)

(2)引 起 该 实 验 系 统 误 差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

以前教学过程笔者往往直接告诉学生电流表应

采用小量程,他们在机械记忆的同时不免产生疑问:

为什么必须这样,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用数字电流

表测量电源电流变化的实验,可以看到在短期内电

流发生了很大变化,说明电源内阻发生了比较大的

变化,用微视频录制并且播放给学生看,这样学生就

很容易明白测量过程中,不允许出现大电流,大电流

会引起内阻变化,实验时自然不需要采用大量程电

流表,电流表的选择困难迎刃而解.

滑动变阻器的选择亦是如此,到底是选择10Ω

还是2000Ω的电阻,学生往往也是不知其所以然,

这时笔者做了一个对比实验的微视频,用2000Ω

的调节,发现在较大的范围内,电流表的示数几乎为

零,而在较小的一段突然增大,而用10Ω的滑动变

阻器电流逐渐变大.学生看完以后,顿时明白应该选

择小电阻调节.这种微视频的效果是语言无法替代

的.

2 难点突破二 电路的选择及误差分析

而对于电路的选择及误差分析,则应该利用微

视频拓展课堂教学,误差的分析在课堂上不可能得

到充分的讨论,笔者在课堂上主要利用图像法讲解

两种电路的误差,有的学生并没有完全接受.

(1)电流表相对于待测电阻(电源内阻)外接

电路图如图2(a)所示,电压表读数是真实值,

而电流表读数不是通过电源内阻电流的精确值,电

压越大误差越大,可以得到如图2(b)所示的图像,

进一步分析,实测的E 和r都小于真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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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电流表相对电源内阻外接

(2)电流表相对于待测电阻(电源内阻)内接

电路图如图3(a)所示,电流表测量是真实的,

而电压表读数不是电源内阻两端电压的精确值,电

流越大误差越大,可以得到如图3(b)所示的图像,

进一步分析,E测 =E真,r测 >r真 .

图3 电流表相对电源内阻内接

两种电路都存在系统误差,若电源内阻较小时,

不能采用图3(a)中的测量电路,尽管电动势的测量

值准确,但内阻的测量误差很大,因此要选用图

2(a)所示的测量电路.
于是笔者将公式法和等效法分别录制了两个微

视频供不理解的学生自由观看,拓展了课堂教学的

空间,实践证明教学效果很好.

3 难点突破三 对于伏阻法及安阻法电路

伏阻法及安阻法电路的引入也可以使用微视

频,具体的设计是用一个定值电阻和一个电流表来

测量,根据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发现不行,还需要再

来一个定值电阻,于是提问有没有更好的元件,学生

自然想到电阻箱,这样还可以得到多组数据.然后将

数据处理问题作一下说明,比较R I 的曲线和R

1
I

的直线,发现数据处理应该采用化曲为直的方

法,这些通过微视频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
(1)用电流表和电阻箱测E,r(又叫安阻法)

如图4所示,由E=IR+Ir可知,如果能得到I
和R 的两组数据,也可以得到关于E 和r的两个方

程,于是能够从中解出E 和r.这样,用电流表、电阻

箱也可以测定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图4 安阻法电路图

(2)用电压表和电阻箱测 E 和r(又叫伏阻

法)  

如图5所示,由E=U+U
Rr可知,如果能得到U

和R的两组数据,同样能通过解方程组求出E和r.
这样,除了以上两个方法外,还可以用电压表、电阻

箱来测定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图5 伏阻法电路图

4 结束语

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微课程增大了课堂的容

量,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

果,虽然教师的课前准备时间会大大增加,但是对于

高三复习阶段提高教学效率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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