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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版本的新课标教材是依照《高中物理课程标准》编写的,由于不同版本教材的编者对概念和规律

的多元认识与理解,导致多样的编写方式.本文试图通过不同版本“加速度”概念建构的比较分析,进行二次开发的

研究,依据《高中物理课程标准》,提出优化“加速度”概念教学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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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许多物理教师只是凭经验处理教

材,缺少对不同版本教材的比较思考和质疑批判,更

谈不上对教材的二次开发.对物理教材进行“二次开

发”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高中

物理课程标准》指出,“教师要善于结合实际教学需

要,灵活地和有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对教材内容、编

排顺序、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或取

舍”[1].本文通过对4种不同版本(司南版、人教版、

沪科版、粤教版)“加速度”概念建构的比较分析,提

出优化“加速度”概念教学设想.

1 不同版本教材“加速度”的编写思路说明

在“一标多本”的课程理念下,由于不同的编者

对《课程标准》理念的多元认识和理解,对物理概念

的建构有所差异,编写方式有所不同.

司南版教材直接引出加速度概念:物体运动速

度改变的快慢不一定相同.例如,飞机起飞时速度变

化很大,而火车启动时速度变化就要小些.那么,怎

样比较物体运动速度变化的快慢呢? 要比较物体运

动速度变化的快慢程度,就需要比较在相同时间内

物体速度变化的大小.物体速度跟发生这一变化所

用的时间的比,叫做物体的加速度.然后通过两道例

题深化认识理解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沪科版教材从一则汽车广告谈起,启动性能是汽

车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指标,引入加速度概念.通过实

例分析,理解描述速度变化的快慢含义,又通过v t
图像直观显示加速度的大小,巩固概念.

人教版教材通过思考与讨论“速度”、“速度的变

化”、“速度变化快慢”三者的关系,逐步引出“加速

度”的概念.通过实例分析对比,比值定义法渗透,

加速度与速度方向讨论,从v t图像看加速度,“思

考与讨论”、“科学漫步”等栏目深化对概念的内化.

粤教版教材通过亲身感受“速度”、“速度的变

化”、“速度变化快慢”三者的关系,逐步引出“加速

度”的概念.通过实践与拓展(滑雪者从山坡加速滑

下和运动员加速起跑),探究加速度大小的可能影响

因素,进一步领悟概念内涵.

2 不同版本教材中“加速度”概念建构的评析

物理教材是学生获得物理概念的主要方式之

一,物理教材对物理概念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学

生的学习.不同版本教材在“加速度”的概念引入、

文本呈现、内容线索、活动过程、课程资源等方面各

有侧重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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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的引入比较分析

司南版教材直接引出加速度概念;沪科版教材

从一则汽车广告谈起引入加速度概念,其目的是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的课

标理念,是较好的一种引入方式;人教版教材通过思

考与讨论“速度”、“速度的变化”、“速度变化快慢”

三者的关系,逐步引出“加速度”的概念;粤教版教

材通过亲身感受“速度”、“速度的变化”、“速度变化

快慢”三者的关系,逐步引出“加速度”的概念.

学生在学习物理概念时,常常不能区分相邻或

相近的物理概念,人教版教材和粤教版教材重视相

关概念的干扰.沪科版教材重视从生活走向物理,用

生活实际创设物理情境,有助于学生获得必要的感

性认识,易使学生感到亲切,容易接受,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2)活动过程比较分析

课程标准对加速度的要求是:理解加速度的概

念.从编写理念上看,各版本教材都坚持落实新课程

理念,重视内容的基础性和选择性,体现了过程与方

法的要求.从文本呈现方式上看,各版本教材都试图

通过各种途径,呈现不同形式的学习内容.从内容线

索上看,各版本教材都充分挖掘了知识点内在的逻

辑性,重视知识的形成过程及其所使用的科学思想

方法[2].

司南版教材通过两道例题的分析讲解,帮助学

生理解加速度的概念,区别加速度、速度和速度的变

化量的不同内涵,认识加速度与速度、速度变化量的

关系.

沪科版教材先通过例题分析得出:跑车的速度

变化比家用轿车快得多,再利用v t图像直观显示

加速度大小.

人教版教材先通过例题分析计算加速度的大

小,再分析加速度的方向与速度方向的关系,接着从

v t图像看加速度.

粤教版教材先通过例题求电梯的加速度,然后

通过实践与拓展理解加速度的内涵.
(3)问题商榷

不同版本教材在初高中衔接、概念的形成过程

和核心素养培养等方面值得商榷.以不同版本教材

中“加速度”概念建构为例,值得商榷的几个方面比

较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版本教材中“加速度”概念建构

教材版本 初高中衔接 概念形成过程 核心素养培养

司南版

 从速度到加速度是一个衔接的

难点问题,教材直接引出加速度概

念有些唐突

 通过设计的例题从科学知识的

逻辑出发,基于概念进阶,步步为

营,促进加速度概念进阶

 注重具体事例情境中辨析概念,

促进对概念的理解,开 展 学 习 活

动,掌握科学概念

沪科版

 从生活走向物理,从一则汽车广

告谈起引入加速度概念,从教学起

点出发,突出教学的针对性

 充分考虑学生对概念的实际理

解过程,重视迷失概念的转化,而

不是单纯地从科学知识的逻辑出

发

 通过生活事实抽象出“加速度”

概念,培养物理意识.利用数学v t

图像,提供应用科学方法研究问题

的机会,引导概念的建构

人教版

 通过思考与讨论“速度”、“速度

的变化”、“速度变化快慢”三者的

关系,呈现学生已有的前概念

 通过合作讨论,在前概念的基础

上建立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理清

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

 悟出新学概念“加速度”对已学

概念“速度”的关联,由此进一步悟

出这些关联的意义

粤教版

 通过亲身感受“速度”、“速度的

变化”、“速度变化快慢”三者的关

系,逐步引出“加速度”的概念,有

利初高中衔接,转化迷失概念

 通过亲身感受,引起认知冲突,

转化迷失概念,内化科学概念的形

成

 真实的实践情境所蕴含的知识

能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学习情

境越真实,学生主体概念建构越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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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1比较分析看出:在高中概念建构过程中,

首先要关注初、高中概念衔接;其次要充分稀释概念

的形成过程;再者要考虑基于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

策略.

3 优化“加速度”概念教学设想

《课程标准》是教师在教材“二次开发”中的主

要依据,在构成课程的教师、学生、教材、环境4个要

素中,教材只有成为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时,

才具有课程的意义.因此,教材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

变通性,可以根据学习的需要进行取舍[3].

在高一物理教学中,加速度概念的教学是一个

难点.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关注学生的已有知识,让学

生站在问题开始的地方,要面对原始的问题,充分还

原稀释加速度概念的形成过程.广泛整合和开发不

同版本教材的课程资源,从建构主义角度建立“加速

度”概念,采用问题串探究式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建构

概念,提升“加速度”概念教学的有效性,如表2所示.

表2 利用“问题串”充分稀释“加速度”概念建构的教学设想

问题探究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磁浮列车以432km/h高速匀速

运行了8s时间,蜗牛在10s内速度从

0加速到0.1cm/s

 让学生体验速度大与速度变化大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

 注重学生的经验水平和认知规律.通

过分析体验,排除前概念的干扰

 (2)普通轿车0→100km/h用时20

s;旅客列车0→100km/h用时500s

 让学生建立起速度变化相等时变化

有快慢的初步概念

 变直接给出加速度的概念为通过讨

论与交流由学生自主得出概念

 (3)再给出4道例题:

 【例1】兰博基尼跑车0→100km/h

加速时间4.0s;

 【例2】麦克拉伦跑车0→100km/h

加速时间3.2s;

 【例3】宝马Z4跑车0→60km/h加

速时间3.2s;

 【例4】F1方程式赛车0→300km/h

加速时间15.6s

 让学生进行如下比较分析.

 分析例1与例2:速度变化相同,如何

比较其变化的快慢?

 分析例2与例3:变化的时间相同,如

何比较其变化的快慢?

 比较例2与例4:速度变化不同,变化

的时间也不同,如何比较其变化的快慢

 通过这样的比较,学生在探究中逐渐

形成速度变化快慢的基本概念,并掌握

了如何比较的方法(控制变量法)

 这样设计更重视“加速度”的得出过

程及方法;并在“讨论与交流”中,体验

到成功的乐趣

4 结束语

教学过程是体现课程理念、实现课程目标的一

种创造过程.在教材内容和教学内容之间,为教师创

造性地教学提供了创造发展的空间.对不同版本教

材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合理地组织教学内容和个性

化地开发创造,也就是对物理教材进行有效的“二次

开发”,逐步从“教教材”走向“用教材教”.

高中物理新课程强调知识的构建过程,注重物

理学核心概念的建立.不论是课程内容还是教学方

式都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

求和创建教学情境[4],我们有必要以核心素养为导

向,重视不同版本教材概念建构的比较分析,提高教

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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