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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原始物理问题较之传统习题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受到教育者的关注,本文从设

计意图、呈现方式、解决方法3个方面对原始物理问题和传统习题进行比较,以帮助促进原始物理问题在中学物理

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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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习题设计的意图是使学生准确地掌握物

理知识和熟练运用解题技巧,所以传统习题远离生

活情景,以条件简洁、图像清晰的物理模型呈现,考

查学生是否掌握了物理概念,能否准确推导物理公

式.这样的习题思路清晰,便于把握规律,但容易束

缚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原始物理问

题的设计目的是提高学生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所以其大都是以生活情景或实验情景再现

的方式呈现,体现了课程标准要求的物理与生活相

融合的理念,由于原始物理问题自身复杂性使其解

决问题的方法很多,没有标准答案,在实际教学中实

施较困难.

1 原始物理问题与传统习题的教育价值

在物理教育中引入习题的初衷是巩固和加深学

生学习的知识,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培养学生

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1].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要

重视习题对学生发展方面的评价作用,要求测验和

考试命题应该注重理解和应用,应该多选择有实际

科技背景或以真实物理现象为依据的问题,切记那

种脱离实际的纯“思辨游戏”式的题目,要研究并设

计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联系生活和社会的开放性

试题[2].原始物理问题是自然界及社会生产、生活中

客观存在的,能够反映物理概念、规律且未被加工的

典型的物理现象和物理事实[3],也就是学生所熟悉

的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符合课程标准提出的“从生活

走进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新课标中对科

学家发现问题及探索过程的重视,也就是体现对原

始问题的重视,和对其价值的高度认同[4].传统习题

则是由出题人或者教师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物抽

象而成的物理模型,对于学生的考查就是运用物理

知识和数学方法解决已成型的物理模型的相关问

题.这样的传统习题模式是对学生灵活运用物理概

念、规律及数学方法的考查,对于培养学生的物理思

维、物理方法、创新能力、建模能力等方面都没有很

好的体现,并且重复小球、斜面、木块等罗列的习题

也常常使得学生感到枯燥无味.其实对学生而言,在

接触物理学科之前所遇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原始问

题,学生本来是乐于观察探求其本质的,学生也乐于

学习一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或者解释生活现象的一

些方法,但是一旦将这些原始问题搬到我们的物理

课堂上成为物理习题,学生就常常对其失去了兴趣.

2 传统习题的设计

2.1 传统习题的设计意图

一直以来,物理教育界认为想学好物理必须做

到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陈述出所学习的新的概念、定

义及公式本身的含义,能够自己证明定理、推导公

式.所以学习物理必须要做习题才能够对所学习的

概念、公式、定理熟练地推导和证明,才能够理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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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立的条件,推导的关键步骤,演算技巧等.传统

习题设计的意图是为了全面考察学生对知识掌握的

水平,以帮助学生扎实地掌握物理概念、规律,熟练

地推导物理定理、公式,是为了学习物理知识而设计

的,学生是为了做对题、会做题而去做题.

2.2 传统习题的呈现方式

传统习题主要是作为一种工具帮助学生对所学

习的知识进行巩固并通过纸笔测试对学生进行甄别

和选拔,所以传统习题注重物理知识,不注重物理模

型的建立过程.编制的传统习题通常以完美的物理

模型(如轻绳、光滑斜面、小球等)以及人为设置的

简洁、无冗余的物理量来呈现所要学习或者考查的

内容,是从科学现象与事实中抽象、剥离出来的问

题[5].虽然有的习题也是以生活情景为背景编写的,

但不是生活情景的再现而是将抽象的习题镶嵌在生

活背景中,不是真正地将物理与生活相融合.传统习

题的答案唯一,思路清楚,使大多数学生能容易地掌

握,但是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6],并且过于标准化的习题失去了物理学科所

具有的丰富性和趣味性.

2.3 传统习题的解题方法

解决传统习题一般都有固定的步骤,教学中所

谓的一类题型就是指有统一解题步骤的一类习题.
下面的例题就是高中物理圆周运动中常见的题型.

【例1】如图1所示质量为m 的小球处于静止状

态,轻绳OA 与竖直方向夹角为θ,轻绳OB 水平,试

求烧断绳OB 的瞬间绳OA 上的拉力.(重力加速度

为g)

图1

解析:此类求向心力的习题有统一的解题步骤:

首先,对所研究的物体进行受力分析:烧断绳 OB
前,小球的受力分析如图2所示;然后,将物体所受

的力进行合成或分解:烧断绳OB 的瞬间,小球在绳

OA 的拉力F2′和重力G 的作用下做圆周运动,将重

力分解如图3所示,F向心 =F2′-G1;最后,根据所求

问题运用相关运动学公式进行计算:因绳 OB 烧断

瞬间小球的速度为零,故

F向心 =mv2

L =0

即

F2′-G1=0
故此时绳OA 的拉力

F2′=mgcosθ

图2

图3

2.4 评析

此例题直接建立好了物理模型,研究对象是小

球、轻绳,所给物理量是小球质量m,OA 与竖直方

向的夹角θ,重力加速度g,考查学生受力分析、力的

分解及圆周运动的知识,此种类型的传统习题有固

定的解题步骤,学生即使不理解其含义也可以通过

对解题步骤的模仿或者是套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题目所给物理量等于所需物理量,如果学生在解题

时没有用上全部的物理量便会想到有错误之处,进

而改正解题方法以求得正确答案,没有真正做到对

其能力的考查.即使学生所得答案是正确的有时也

不清楚为什么要研究这样的问题,难以真正做到学

以致用.

3 原始物理问题的设计

3.1 原始物理问题的设计意图

原始物理问题在设计方面注重的是学生对知识

的应用,除了对所学的物理知识与解题技能的考查

外,还注重实验探究的过程与方法的训练,以及对物

理学科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原始物理问题

设计的意图是使学生成为一个生活中的明白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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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实际

问题或解释生活现象;也使学生成为一个学习中的

明白人,即知道所学习的物理知识具有怎样的实际

应用价值.

3.2 原始物理问题的呈现方式

原始问题以情景化的方式呈现,一个报道、一则

故事、一种自然现象的描述等生活情景再现问题都

可以算是原始问题.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描述生

活场景的原始问题:吊威亚是目前影视行业常用到

的一种特技效果.吊威亚就是吊钢丝绳的意思,“威

亚”就是从wire(钢丝)这个单词音译过来的,最早

来自香港影视制作界“吊wire(钢丝)”的口语,香港

习惯采用国语与英语混用的词汇,传入内地后就成

为业界统称.吊威亚多用于电视、电影等的特效制

作,也可以用于广告,主要是使演员“飞行”的工具,

用钢丝绳固定演员腰部,拉起后完成“飞”的特殊效

果.在影视剧中的人物腾空、飞跃及空中武打镜头常

常要通过吊威亚实现,后期剪辑阶段再处理.演员吊

威亚时,工作人员先用钢丝绳将演员吊起,再用绳子

将演员拉至场景一边,控制好演员的位置,然后松掉

绳子,使演员从高空“飞”入镜头,完成“飞行”的动

作.
原始问题在设计方面不考虑学科的特点,就是

单纯的对生活现象的描述,不同学习层次的人有不

同的见解、解决办法,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也能用不同

的学科知识来描述这个生活现象,就像是一千个读

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原始问题就像是一个

多姿多彩的舞台,每个站在舞台上的人都能够跳出

属于自己的旋律.用物理学相关语言对生活实际问

题进行描述,便使原始问题成为原始物理问题.原始

物理问题只是在描述生活现象方面使用了物理学相

关的语言,并没有对生活现象中的各个条件进行简

化、抽象,也没有将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处理,更没有

将生活情景抽象成物理模型.

3.3 原始物理问题的解决办法

原始物理问题是相对开放性的问题,解决方法

有很多,答案不唯一,但并不是没有大体一致的解决

途径,要解决原始物理问题可以先将繁冗的干扰信

息置换为规律应用明确的抽象情景,再从抽象情景

中提取物理模型.合理地进行简化、分解、抽象是从

物理原型到物理模型的重要步骤[6],也是解决原始

物理问题较难把握的步骤.原始物理问题的解决需

要经过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描述问题,即观察一个生产、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用物理学相关的语言准确地描述出来,提出

所要解决的问题,使之成为原始物理问题.
第二,筛选条件,即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将原始

物理问题中的相关量进行筛选和简化,选取本质条

件,舍弃非本质联系.
第三,建立模型,通过辨别、取舍、整合原来复杂

的信息,将原始物理问题抽象为物理模型,使之成为

传统物理习题并能够画出相应的物理图像.
第四,赋值,即对物理模型中所需要的物理量进

行赋值.
第五,解决问题,即运用与问题相关的物理规

律、公式等,使用数学工具求解出问题结果,从而解

决问题.传统习题的解决只需要经历最后一个过程,

前面几个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问题、建模能

力,力的过程在传统习题中没有考查和训练.
按照解决原始物理问题的方法分析上面原始问

题的例子:

(1)描述问题

用钢丝绳将某演员吊起,工作人员用绳子将演

员拉至一边,然后松掉绳子,演员从场景一边“飞入”

镜头,求工作人员松掉绳子瞬间,钢丝绳对演员的拉

力.
(2)筛选条件

假设:钢丝绳不可伸长,人的重心在腰部,工作

人员松开绳子的瞬间与演员之间不再有作用力,重

力加速度g=10N/kg.
忽略:钢丝绳的质量,空气阻力,人的体型及动

作变化(即将人看作在位置O 处的质点).
(3)建立模型

某演员被一根不可伸长的轻绳OA 吊起,如图4
所示.

图4

工作人员用轻绳 OB 水平拉着他,使吊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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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绳OA 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θ,求撤掉绳OB 的瞬

间轻绳OA 对演员的拉力.
(4)赋值

假设:演员的质量为m=50kg,轻绳OA 与竖

直方向夹角为θ=60°.
(5)解决问题

此过程与上述传统习题例题的解题方法相同,

最终结果:F2′=mgcosθ=250N.

3.4 评析

原始物理问题以真实的生活情景为背景,既训

练学生的物理思维能力,又联系科学、生产和生活实

际,具有生命力.
解决原始物理问题的第一步描述问题,培养学

生的观察、归纳、概括能力,学生需要用语言描述出

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所遇到的问题,或者将所收集到

的内容提炼出有用的信息,使之成为一个原始物理

问题.不同认知阶段的学生描述问题的角度不同,形

成的原始物理问题也不同,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可以

参与其中,这也是造成原始物理问题复杂性的原因

之一.
第二步筛选条件,这个过程是根据所要研究的

内容将原始物理问题简化的过程,由于所研究的内

容不同或学生的认知能力水平不同,需要简化、筛选

的条件就会有所不同,对于一些复杂的物理量,可以

通过合理的简化或理想化使之成为容易被解决的物

理量.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

力所能及地参与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有利于增强

学生的自信心.
第三个过程是构建物理模型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将筛选出的物理条件抽象化、结构化,将所研究

的问题构建成为物理模型,使原始物理问题抽象成

了物理习题,同时通过画物理图像将一个物理习题

形象地展现出来.
第四个过程是赋值的过程,学生可以通过查阅

相关资料对所设定的物理量进行赋值,在查阅资料

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开阔视野,丰富知识,也可以对生

活中所涉及到的质量、距离、角度等量做到心中有

数.
最后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考查学生物理知识

储备和数学计算能力,就是解决传统习题的过程.原

始物理问题解决方法多样,不是单纯地通过模仿和

套公式就能解决,需要学生经历观察现象、分析问

题、建立模型等一系列的过程,对学生的思维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4 结语

学生的学习应该是一个主动加工的过程,传统

习题的设计使学生学习到的知识一般具有潜在的价

值,学习的结果不能立即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学生意

识不到当前的学习与将来的生活实践的关系时,学

习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被动性[7].原始物理问题的

设计使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直接应用到生活中,满

足生活的需要,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都参与其中,增

加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

将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引入物理课堂,多研

究并设计面向全体学生,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联系

生活和社会的开放性试题.物理教学必须从专注于

理想的模型和结构优良的传统习题教学中走出来,

面向真实的物理科学,面向学生的实际生活,让学生

经历对生活现象的描述、抽象,对物理量的提取、设

置,构建各物理量的关系的过程,使学生学会解决这

些实际问题的方法,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实现物理知

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当然,原始物理问题教学与习题教学各有利弊,

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在实际教学中合理地将二者结

合,能够更好地实现提高物理教育效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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