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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与物理教育的整合成为中学物理教学中的一大热点.本文介绍了

Algodoo软件并对其虚拟仿真实验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最后借助Algodoo模拟了凸透镜成像,
旨在将Algodoo融入中学物理课堂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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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要快速发展,必须把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

教育的工具,将计算机应用于教育,使教育信息化,

是教育改革的重大突破口.在物理教育界,随着网络

的普及,多媒体仿真技术进入了物理课堂,引起了中

学物理教学的革新[1].其中的一大革新就是许多物

理教师在实际物理教学中将多媒体课件与传统的板

书相结合.但是在教学中要让这一结合做到无缝对

接,相辅相成并不容易.目前网络上的教学课件资源

特别丰富,但很多课件都是演示播放的形式,起不到

模拟实验的效果,很多时候教师需要自己设计课件.
因此在应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制作交互式的、符合

物理规律的课件时选择一款比较合适的软件显得相

当重要,在此,笔者特别推荐Algodoo软件.

2 Algodoo简介

Algodoo是瑞典AlgoryxSimulationAB公司推

出的一款独特的2D仿真软件,其前身是瑞典一所大

学计算机专业硕士EmilErnerfeld为导师 Kenneth
BodinPhun写的一个名为Phun的程序,其开发的目的

是为了让物理教学和研究更直观有效,其英文名是

“2DPhysicsSandbox”,即“二维物理沙盒”[2].
Algodoo累计下载已超过百万次,其官方网站

提供了2万多件网友作品,并进行了分类和评级,这
是学习和使用Algodoo绝好资源,也为展示作品、交
流经验提供了平台[3].Algodoo的安装包有42.3
MB,安装会占用100MB左右的硬盘空间,能够在

WinXP/Win7/Win8 和 Mac 的 环 境 下 运 行.
Algodoo的基本功能包括:使用简单的绘图工具创

建和编辑场景;通过选择、拖拽、倾斜、震动等方式参

与互动,显示物体运行轨迹.其提供了刚体、流体、链
条、齿轮、弹簧、铰链、锁、电机、激光射线及跟踪绘图

工具等元素,这些元素可以在引力、重力、摩擦力、弹
力、浮力、空气阻力的作用下相互影响,实现精度很

高的物理仿真实验.

3 Algodoo虚拟仿真实验应用于中学物理教学的

价值分析

3.1 可行性

Algodoo虚拟仿真实验需要的条件是一台计算

机,现在的多媒体教室都具备电子白板与计算机,可
以说它的应用几乎不受限制.Algodoo虚拟实验在

物理教学中的广泛运用能够使学生尽快进入学习状

态,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使一些物理实验不再受时

间空间的限制,还促进解决学校因设备欠缺而无法开

展实验的问题,对提高实验教育质量起着重要作用.
教师在做传统演示实验之前的准备很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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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实验现象不一定所有的学生都能观察到,有些

还有危险性,有些实验设备耗损大,价格昂贵,不是

每个学校都有条件做.虚拟实验中的虚拟设备不存

在着磨损、破坏,可反复使用,甚至是复制和发送.既
满足了教学要求,又节约资金,提高办学效益.
3.2 可控性与高自由度

Algodoo虚拟实验打破了传统实验的模式,实
验者不再受到时间、空间上的制约,可随时随地进入

虚拟实验室网站,选择相应的实验操作.实验者还可

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实验伙伴,共同完成实验.利
用计算机的模拟功能、动画效果、虚拟现实等技术实

现缓慢过程的快速化或快速过程的缓慢化,使学生

更清晰了解物理变化过程[4].
同时实验内容也是教师或者学生根据需要设计

的,实验用到的所有部件均是由控件加上一些参数

创建的,并且实验设计相当开放,大小、形状、颜色可

以自己控制任意搭配,物理过程的一些初始量也能

自己任意设定.如加速度取重力加速度,初速度取

零,那么就可以模拟一个物体自由下落的情形.我们

也可以设定一些理想化的参数,如光速、绝对光滑平

面、无空气阻力等等来设计出理想实验的演示.
3.3 安全性

实验者可随时控制实验的进展,实验中相应的

数据也可以按其需求反馈给操作者.虚拟实验无任

何危险.对有毒有害、污染环境和破坏性实验,也可

在虚拟实验室内完成.

4 Algodoo仿真实验应用实例 ——— 凸透镜成像

设计一个光学演示实验,首先是课题的选择,因
为传统光学实验的光路无法直接呈现,如一束平行

光通过凸透镜,焦点和整个光路要通过光屏得到,并
且得到的不明显,而且实验所用的色光种类有限,透
镜的种类和焦距也是固定的.这时利用仿真实验来

完成它,先创建两个相交球形,相交的部分就是一块

凸透镜如图1所示.

图1 凸透镜创建

透镜的焦距大小和透镜的大小均可以通过调整

两个圆的大小和位置来任意改变,两个圆的圆心连

线所在的直线为主光轴,连线的中点处为凸透镜的

光心.任意设定透镜的折射率n>1,创建一组平行

光让光线沿着主光轴方向穿过凸透镜,我们根据需

要来创建场景,模拟后产生的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平行光透过凸透镜

学生通过观看演示并结合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更

深刻地理解凸透镜会聚光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作用,他们可能不太理解.学生学习过折射,

色散与三棱镜,我们可以让学生在已有的知识上进

行迁移来学习新的规律,这一步也可以在软件中实

现.在Algodoo这个软件中光对任意几何形状的物

体都遵循折射定理,并且对不同色光的波长也是不

一样的.为了直观演示透镜光学原理,首先创建一组

棱镜摆成如图3所示.

图3 平行光透过棱镜组

同样让平行光去照射,光线在棱镜中总是向厚

的一方偏折,可以看到光线也发生了会聚但只有部

分会聚,采用极限思想如果有无限块棱镜,每个棱镜

连接起来成为球面,那么沿光轴方向照射到面上的

每一条光线都会聚到焦点.
(1)控制透镜变形或者改变折射率探究凸透镜

的焦距,如图4所示.

图4 不同透镜焦距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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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反常”的重心与平衡趣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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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实验是物理教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例举3个生活中“反常”的重心与平衡趣味实验,展

示这些实验的特点和优越性,并给出这些实验在教学时的建议,给广大物理教师提供参考.
关键词:物理实验  反常  重心  平衡

  物理实验是物理学的重要部分,也是物理教学

必不可少的环节,实验是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重要

手段.刘炳昇教授认为,实验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

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对学生科学兴趣的培养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物理实验也是一项操作活

动,在培养学生实践意识和实践能力方面的作用也

是无可比拟的.刘教授提倡用手边的物品动手制作

实验器具,开发低成本趣味物理实验,并且身体力行

做了很多工作.他的物理实验思想与实践影响了很

多一线物理教师.
笔者关注到重心与平衡这两块密切相关的内容

的实验教学情况,对这部分内容的物理实验进行了

开发,有关重心与平衡的物理实验,不仅取材简单、

趣味性强,而且具有“反常”的特点,“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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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

  (2)控制让不同色光通过凸透镜来探究凸透镜

的焦距,如图5所示.

图5 不同色光通过透镜

得到结论:对同种色光穿过透镜,凸透镜表面越

弯曲透镜的焦距就越短,表面越平的凸透镜焦距越

长;对于同一透镜通过的色光的波长越长焦距越长,

波长越短焦距越短.

5 结束语

针对现在课程改革课时少而内容多的教学现

状,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节省大量板书

时间.据最新统计表明,使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可以节

省大约1
3

的教学时间,这样就可以加大教学信息

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5].虚拟实验填补了一些无法

用真实实验进行教学的缺陷,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加

以应用,可以使物理教学质量得到提高,培养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学习成绩.但虚拟

实验在物理实验教学中也有不足,主要体现在虚拟

实验对一些演示类的实验的模拟能够有效实现依赖

于现有的物理原理和规律开发设计的,因此不能用

来解释物理现象,它能把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模型化

且理想化地呈现出来.而克服它不足的有效方法是:

虚拟实验与真实实验的有效整合,做到扬长避短.这
就要求教师更新观念,采用更为合理的教学方法,来
培养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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