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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牛顿第一定律是动力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然而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却变成了鸡肋,两节“同课

异构”的“牛顿第一定律”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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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课异构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笔者最近参加了市里的教研活动:“牛顿第一定

律”同课异构.两位优秀教师的课经过了多次打磨,
已不仅仅是其本人智慧的结晶,更是一个备课组甚

至整个学校教研组物理教学思想的体现.同课异构

提供了一个参照和比较的平台,不同的教学理念、方
法、策略在同一个教学内容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促
进了参与者的专业发展.

2 教学设计对比评析

牛顿运动定律的建立,在观念上是革命性的变

革,在科学的动力学体系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基

础[1],然而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牛顿第一定律却没有

获得与其历史地位相称的重视.很多物理教师认为

初中阶段已经学过,再加上测试中很少出现直接考

查牛顿第一定律的题目,牛顿第一定律的教学就变

成了鸡肋,甚至变成了阅读课.
该节内容与生活联系紧密,有着丰富的物理学

史.如何抓住学生眼球,在初中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学生思维能力,两位教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2.1 从新课引入角度解析教学适切性

方式1:
视频引入:播放宇航员在太空中生活的视频,提

问学生,“宇航员在太空松手后,水滴、剃须刀所处的

状态”,再播放宇航员回到地球上同样将水杯松手后

的画面,比较松手后二者运动状态有何不同,继而引

出“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

方式2:
实验引入:撕纸游戏

游戏规则:
(1)单手抓纸,从上往下用力甩动.(学生并未

撕开)
(2)将橡皮泥粘在其中一半的纸上.(学生很容

易就撕开)
评析:两种引入都能比较吸引学生的眼球,引起

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完全失重情况学生还没有学

习到,他们并不明白太空中的物体为什么处于悬浮

状态,而且学生对于“力和运动”在初中就已经有所

了解,并不需要在这多费口舌.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

引入,引起学生认知冲突的同时,也为牛顿第一定律

埋下伏笔.
2.2 从理想实验的处理角度看教材的二次开发

方式1:
(1)观察:小球沿着斜面向下运动时,速度增

大,沿着斜面向上运动时,速度减小.
(2)猜想:如果小球沿着水平面运动时,小球的

速度应该不增不减.
(3)实验结果:小球运动得越来越慢,最终停下

来.
(4)分析小球停下来的原因:有可能是摩擦力

的作用.如果表面越光滑小球会运动的越远.
(5)再次猜想:若没有摩擦阻力,小球将永远运

动下去.
(6)实验:

1)如图1所示,细线吊着一小球,将小球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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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离原来的位置,静止释放后,小球到达右端高度与

左端几乎一致.
2)在悬挂点下方某一位置摆放一根铁钉,小

球仍会到达与左端几乎同样高的位置;再次改变钉

子的位置,小球还会到达与左端几乎同样高的位置.

(a)摆球实验装置图

(b)钉子在不同高度摆球达到右端的位置

图1 摆球实验

(7)从摆球实验获得启发,改变钉子的位置,得
到一系列摆球运动的轨迹,将轨迹连起来后看作一

个个斜面,从而引出理想斜面实验.如图2所示,小
球从左端斜面某一高度由静止释放,改变右端斜面

的倾斜程度,观测小球到达斜面右端的高度,以及小

球在斜面上的运动距离.
观测结果:改变斜面的倾角,小球都会到达斜面

右端的位置较左端稍低,如果没有摩擦力作用,小球

将会到达与斜面左端同样高的位置;斜面的倾角越

小,小球在斜面右端运动的距离也就越长;如果右端

处于水平位置,小球将一直运动下去.

图2 理想斜面实验

方式2:
实验1:在斜面上铺上绒布,很明显小球不能到

达等高的地方.
实验2:除去绒布,再次观察理想斜面实验,实

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理想斜面实验情况

实验操作 实验事实
逻辑推理

(无摩擦,右斜面足够长)

右斜面固定 摩擦越小,球滚得越高 球将滚上原来的高度

减小右倾角 球沿斜面滚得越远
一直滚到原来的高度,

球沿斜面滚得越远

放平右斜面 球滚得最远 球将一直滚动下去

  评析:理想实验是本节的重点,方式2的教学设

计符合教材的安排,然而方式1的教学设计则对教

材进行了二次开发,从单摆实验到斜面实验的转化

过程蕴含着绝妙的创造性思维.当年伽利略正是在

比萨大教堂看到悬挂的灯来回摆动时充满好奇,从
而开始对摆的研究,并在摆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进而

设计出理想斜面实验.由单摆实验引入到双斜面实

验更符合伽利略得出力和运动规律的思维过程[2].
2.3 从物理学史的处理角度谈学生兴趣的激发

方式1:
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到笛卡尔再到牛顿,关

于“力和运动关系”思想呈现:
当一个物体在一个水平面上运动,没有碰到任

何阻碍时 …… 它的运动将是匀速的,并将无限地继

续进行下去,假若平面是在空间无限延伸的话.(伽
利略)

如果运动中的物体,没有受到力的作用,它将继

续以同一速度在同一直线上运动,既不停下,也不偏

离原来的方向.(笛卡尔)
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

态,除非作用在它上面的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
(牛顿)

方式2:
带领学生总结伽利略、笛卡尔、牛顿3人关于

“力与运动关系”的表述,并请学生比较它们的不同

点.
伽利略、笛卡尔表述的不同:伽利略强调的水平

面实际上指的是沿与地心等距的水平面运动,笛卡

尔纠正了伽利略的圆惯性思维.
牛顿第一定律的几个关键词解读:
(1)一切物体:说明地上、天上、运动、静止的物

体都具有惯性.
(2)除非:说明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唯一

原因.
(3)总保持:揭示了一切物体都具有的一种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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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属性 ——— 惯性,因此,牛顿第一定律又叫做惯性

定律.
评析:如果仅仅是几位物理学家关于“力和运

动”思想的罗列,会削减学生学习的新鲜感,而且他

们也会有疑问,“伽利略明明已经搞清楚了,为什么

还有笛卡尔的事,最后还变成了牛顿第一定律.”我

们必须深度挖掘物理学史的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体会人类认识运动的曲折过程.
2.4 从惯性在生活中应用的角度关注价值观的渗

透

方式1:
视频:通过系安全带以及不系安全带在汽车正

常行驶速度刹车时的对比实验,提醒学生要养成坐

车系安全带的好习惯.
揭秘:撕纸游戏.向下甩纸的时候,两半纸由于

质量不同,惯性大小也不同.质量小的纸向下运动,
质量大的纸保持原来状态.当停下的时候,质量小的

纸停下了,质量大的纸惯性大,将继续运动,最终纸

就撕开了.
方式2:
魔术揭秘:刘谦曾经在春晚表演了一个魔术,螺

帽上的螺丝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动地从螺

帽上旋转下来.其实这个魔术就是借助一个电动按

摩仪在肘部震动,导致螺丝受力不平衡,从而使得螺

丝从螺帽上“自动”地旋转下来.其本质不违反牛顿

第一定律.
评析:貌似方式2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球,但这个

实验更多的是魔术揭秘后的新鲜感,与牛顿第一定

律联系并不紧密.方式1的解决方式更有利于学生

对于惯性的认识,同时对于撕纸游戏的揭秘,也是有

始有终,首尾呼应.

3 再谈牛顿第一定律教学设计

两位教师很好地完成了本节的教学任务,教学

效果很好,但仍有一些教学设计的关键点需要我们

关注.
3.1 紧贴教材不走题 不做无用功

两位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应用了各种教学手段,

魔术、实验、视频让学生应接不暇,很好地调动了学

生的积极性,然而有些内容虽能引起学生兴趣,比如

太空中宇航员生活状态的展现、春晚魔术的揭秘,但
与本节内容联系不够紧密,并不能帮助学生理解所

学知识.随地就能取材的撕纸小实验,坐车不系安全

带的危害,接地气且与知识点紧密联系的物理教学

更能促进学生理解所学知识,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3.2 充分认识初高中教学要求差异性 不重复教学

学生在初中对于牛顿第一定律已有初步认识,

我们不能从学生的零认知出发,重复教学,浪费宝贵

的课堂时间.其实初中做了很多关于惯性的实验,也

了解了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的“对话”,但学生对于

理想实验的思想方法,以及牛顿第一定律建立的整

个物理学史并不了解.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水平阶

段论我们可以发现,到了高中,学生的逻辑推理水平

会迅速发展,接近成人水平,所以我们需立足初中,

深挖初高中教材,根据高中物理教学的重难点设计

问题情境,避免重复教学,提升课堂效率,促进学生

认知水平发展.

3.3 关注学生已有概念 促进前概念的转变

奥苏泊尔在其所著《教育心理学:认知取向》一

书的扉页上写到,“如果要我用一句话说明教育心理

学的要义,我认为影响学生学习的首要因素,是他的

先备知识.研究并了解学生学习新知识之前具有的

先备知识,配合以设计教学,从而产生有效的学习.”

牛顿第一定律对学生来说并不陌生,除了初中已经

学过惯性和惯性定律外,在前3章的教学中,分析物

体运动状态以及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时,都会不断

地使用它所阐述的规律[1].但很多学生的情况是,一

方面被动地接受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另一方

面还在坚持竖直上抛的物体向上运动是因为有一个

向上的冲力.我们的学生尽管顽固地存有某些错误

的前概念,但不容易暴露出来,他们不科学的思维方

式也让他们容易表面上放弃“前概念”,并接受科学

概念,而实际上那些前概念仍然潜伏在头脑中[3].笔

者在上课时就曾遇到学生对于轻轻推物体,物体运

动,用力推物体,物体仍将继续运动一段距离的解

释:力小就维持物体的运动,力大就改变物体运动状

态.学生脑子里的“前概念”根深蒂固,必须要让他

们充分暴露自己的想法,并在此基础上转变他们的

“前概念”.文献[4]在“牛顿第一定律”的高端备课

中尝试了围绕4个原始问题展开教学:

(1)在匀速行驶的火车车厢内竖直向上抛钥

匙,问钥匙落在抛出点何处?

(2)从匀速水平向前飞行的飞机上向下空投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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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微课程提高物理实验复习效率

徐 超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江苏 南京  210012)

(收稿日期:2016 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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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微视频  电源电动势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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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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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