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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楞次定律“楞次定律”是高中物理电磁学部分的重要内容,也是高中教学的难点.如何让楞次定律的演

示实验更形象直观,让抽象晦涩的物理知识变得简单明了,是我们每个教师一直努力的方向.笔者从实验装置的改

进和规律获得的途径两方面表达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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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楞次定律的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磁场的方

向、磁通量的变化、线圈的绕向、电流的方向与指针

偏转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关系,所以教师教起来繁琐,

学生学起来吃力.如何把多因素转化成小因素,降低

学生接受的难度;另外本节的规律比较隐蔽,且内容

抽象,如何引导学生设制合理的表格记录现象,引导

学生去发现规律、总结规律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笔者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从实验装置和探究规律方

面提出了几点改进建议,供大家参考与指正.

实验装置方面,实验设计和操作中要注重实验

的直观性,要有利于学生利用直觉思维进行有效教

学.首先教材的实验装置中采用螺线管来判断电流

方向.对学生来说要发现螺线管线圈的绕向就比较

困难,无形中增加本节课的难度.虽然教学中我们不

必跟学生重点分析线圈的绕向,但绕向没有弄清楚,

会影响学生的思维,接受起来也特别吃力.如果改用

如图1所示的矩形线圈,那么线圈的绕向十分直观,

电流流向也一目了然.其次,教材中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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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实

3.2 插入金属板后的电容

推导插入金属板后的电容,还是假设两板电荷

量Q一定,根据高斯定理,可知1和3区域电场强度

相同,即

ε0E1S=ε0E3S=σS

所以 E1=E3=σ
ε0

2区域电场强度E2=0.则

U=E1(d-t)

所以插入金属板后的电容

C=Q
U =ε0S

d-t
结论:

(1)插入金属板,相当于两板间距减小,电容器

电容增大.
(2)若两板电荷量一定时,插入金属板,电容器

电容增大,两板电压减小,1和3区域电场强度不变.
(3)若两板电压一定时,插入金属板,电容器电

容增大,电荷量增大,1和3区域电场强度增大.

4 小结

(1)对于可看做无限大平行板电容器电荷怎么

分布,取决于两板所带的电荷量的大小关系.
若两板带等量异号电荷,则电荷只分布在两板

内侧;若两板带等量同号电荷,则电荷只分布在两板

外侧;若两板所带电荷量不等,则两板四壁都有电

荷,两板外侧带等量同号电荷,两板内侧带等量异号

电荷.
(2)插入电介质,相当于增大介电常数,平行板

电容器电容增大;插入金属板,相当于两板间距减

小,平行板电容器电容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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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前先明确电流方向与指针偏转的关系.一方面增

加了实验的复杂性.

图1 矩形线圈

本节课的关系已经够复杂,学生要发现感应电

流的方向,还必须通过指针的偏转方向再进行一次

思维转换,大大增加了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就课

堂45min来说,完成两个实验再来找规律,时间比

较紧.若改用两个反向并在矩形线框两端的红、绿发

光二极管代替灵敏电流表(图2),根据发光二极管的

单向导电性能就能很直观的发现线框中电流的走向.

图2 用发光二极管代替灵敏电流表

我们一般希望实验器材的选择要方便、取材要

经济实惠,尽可能利用实验室现有的器材.但上述装

置也存在一个问题:发光二极管中红光的导通电压

最低,大概在1.7V左右,而绿光的导通电压大概在

2.3V左右,要产生这么大的感应电动势,势必导致

要线圈的匝数要多,而且要利用强磁铁.对于普通的

中学,特别农村的中学来说,寻找几个强磁铁恐怕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笔者通过多次实验发觉:如果预先在红、绿两个

二极管中分别正向串入一节半新的小干电池,然后

再并入线框两端.在没有感应电动势产生时,两个二

极管都没有发光.这样通过串入的干电池到达补偿

普通线圈、普通磁铁产生感应电动势太低不够使它

们发光的目的.实验原理图如图3所示.

图3 实验原理图

对于寻找规律方面,关键是通过观察实验现象

引导学生设制好表格,使学生能很快发现其中的规

律.教师演示实验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观察:条形磁铁

N极靠近线圈和远离线圈时,两二极管的发光情况,
即回路中的电流走向,得出感应电流的方向与磁通

量的增、减有关;接下来条形磁铁S极靠近线圈和远

离线圈时,看回路中的电流走向,得出感应电流的方

向还与原磁场的方向有关.从而引导学生设制如下

表格(表1).
表1 寻找电磁感应规律

磁通量的
变化(φ原)

磁通量增加 磁通量减少

磁场方向
(B原)

垂直线圈
平面向里

垂直线圈
平面向外

垂直线圈
平面向里

垂直线圈
平面向外

感应电流
方向

感应电流的
磁场方向

  由于感应电流与原磁场不在同一直线上,要学

生找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困难,可以设置问题引导

学生思考:
(1)感应电流是否也要激发磁场,即感应磁

场? 得出感应磁场的方向;
(2)如果知道电流的磁场方向,能否判断电流

的方向?
把研究感应电流的方向与与原磁场的方向关

系,转化为研究感应磁场的方向与原磁场的关系,这
样实验目的明确,再要求学生从表格中寻找感应电

流的磁场方向与原磁场方向的规律就简单了.
改进后的实验装置,操作起来方便、快捷,现象

直观,学生接受起来也容易,节省了实验探究和演示

的时间,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去自主归纳总结规律和

应用规律.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思考,把问题尽可

能的简单直观化,学生也就能愉快地接受新知识,物
理的学习也就有了活力和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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