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的教学功能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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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教版《物理·必修1》第二章第1节即通过实验来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对于教惯老版本教材的教

师倍感突兀,有些教师也因为第一章已安排了一个“类似”实验而将两实验合并或对此事一带而过.然而,教材这样

编排是让学生经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实验研究过程,强调了实验、探究的物理学习、教学之法.关键是:“§2.1实

验:”是本章6节内容之灵魂,重中之重.

关键词:实验  探究  灵魂

  人教版《物理·必修1》第二章第1节即通过实

验来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对于教惯老版本教材

的教师倍感突兀,有些教师也因为第一章已安排了

一个“类似”实验而将两实验合并或对此一带而过.

然而,教材的编排是让学生经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

实验研究过程,顺应由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的认识

之路,关注了初高中物理教学的衔接,强调了实验、

探究的物理学习、教学之法,鲜明呼应了《课程标准》

对实验教学的要求.关键是:本节实验是本章6节内

容之灵魂,节节均用,重中之重.

1 “§2.1实验:”是一面旗帜

第二章第1节“§2.1实验:探究小车速度随时

间变化的关系”是人教版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新增的一节内容,是竖起的一面旗帜:突显实验在物

理教学中的地位,呼应课标对实验教学的要求.

1.1 课程标准的要求

表1 课程标准

课
程
标
准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

1.通过史实,初步了解近代实验科学产生的背景,认识实验对物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2.经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实验研究过程.了解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体会实验在发现自然
规律中的作用.
3.能用公式和图像描述匀变速直线运动,体会数学在研究物理问题中的重要性.

  研读这120字的课程标准,4处出现“实验”.强
调实验,再次强调实验,反复强调实验.实际上,新增

“§2.1实验:”正是对课标的呼应.
1.2 新课程标准版本教材对教学内容的调整

表2 新课标教学内容调整

2003版高中《物理·必修1》第一册 2004人教版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必修1》

第一章  力
第二章  直线运动
第三章  牛顿运动定律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
第三章  相互作用
第四章  牛顿运动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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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03版高中《物理·必修1》第一册 2004人教版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必修1》

第二章  直线运动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

一、几个基本概念
二、位移和时间的关系
三、运动快慢的描述 速度
四、速度和时间的关系
五、速度改变快慢的描述  加速度
六、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
七、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的应用
八、自由落体运动

§1实验: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2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和时间的关系

§3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和时间的关系

§4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和速度的关系

§5自由落体运动

§6伽利略对自由落体的研究

  不同版本的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章节

顺序与人教版教材大体相同,而相对老版本教材章

节顺序的调整是初高中物理教学衔接的需要.此外,

新增第二章第1节“2.1实验: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

变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一面旗帜,顺应了由感性知

识到理性知识的认识之路,突显了实验教学在物理

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
1.3 “§2.1实验:”的具体教学要求

笔者尝试了对“§2.1实验:”课程标准内容的

分解,转化为本节具体的教学要求,如表3所示.
表3 新课标的具体教学要求

课程标准关于“§2.1实验:”的具体教学要求

① 明确实验目的,形成完成实验目的的探究方法

② 知道打点计时器在本实验中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③ 完成实验操作,会选择点迹清晰纸带

④ 会选择计数点,正确进行位移的测量

⑤ 能设计表格记录测量数据

⑥ 会近似计算各计数点瞬时速度

⑦ 能建立标度合适的v t坐标系,并正确地描点

⑧ 正确拟合曲线

⑨ 简述图像的物理意义

  在上述9条具体教学要求中,最容易被教师疏

忽的是“③ 完成实验操作,会选择点迹清晰纸带”,

笔者为了做一点研究,打了14条纸带,目测打得较

好的只有4条,计算了4条纸带相邻计数点间的位

移差Δx,近似相等的一个也没有.
笔者非常震惊,实验技能虽不是很高,但操作非

常认真和规范了,教书30年,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非

常简单的问题,一直糊涂.至此,才明白教材在数据

处理处要求:“在3条纸带中选择一条最清晰的.”的

意思;求Δx 相等很难,但通过计算,各计数点速度

的变化量Δv却近似相等,才明白为什么《普通高中

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将数据处理改为做v t图像

的原因了.
做了实验以后,学生才能体会到实验误差还是

挺大的,才会对“④ 会选择计数点,正确进行位移的

测量”有足够的体验,对形成学生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有裨益.
实际上,⑤、⑦、⑧ 也是学生的第一次习惯养

成,对学生终身学习和科学素养的形成,很重要!

2 “§2.1实验:”是本章的灵魂

有些教师只将“§2.1实验:”看成一个实验操

作,还有的因为第一章已安排了一个类似实验而将

两实验合并或对此实验一带而过.这些都是没有吃

透教材的表现,都是没有系统地思考“§2.1实验:”

在本章的地位的结果.
人教版第二章第2节“§2匀变速直线运动的

速度和时间的关系”是对第1节得到的图像分析而

得出匀变速直线运动定义的.继而,也可以用图像得

出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和时间的关系,v=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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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这样的安排使得对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概念得出

非常自然,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逻辑也符

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人教版第二章第3节“§3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

移和时间的关系”教材[思考与讨论]给出了一位同

学所做的“探究小车的运动规律”的测量记录.从一

个具体的实例开始讨论,由具体到一般,过渡到对图

像的分割和近似,既是对“§2.1实验:”的巩固,也

是“§2.1实验:”的应用和拓展.
人教版第二章第4节“§4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

移和速度的关系”内容本身看似与第一节无关,但

为了下一节“§5自由落体运动”的教学,通常情况

下,进行本节教学时要增加一个关系式vt
2=v

-或

Δx=at2 的学习,无论增加哪个关系式的学习,均需

要有教学情境,“§2.1实验:”中打点纸带又是必然

选择.
人教版第二章第5节“§5自由落体运动”教材

中安排了实验“用打点计时器研究自由落体运动”,

对打点纸带的研究基础自然是本章第1节“§2.1
实验:”.

人教版第二章第6节“§6伽利略对自由落体

的研究”的教材虽然没有安排学生实验,但教学研

究课时通常我们会增加斜面倾角不同时小车加速度

不同的实验,让学生体验小车加速度随斜面倾角增

加而增大,无论实验操作还是对打点纸带的分析无

疑要考验本章第1节“§2.1实验:”的学习.
综上所述,“§2.1实验:”既是本章其他各节学

习的载体,也是本章的灵魂.

3 “§2.1实验:”教学的拓展

本章的一大困难是第3节“§3匀变速直线运动

的位移和时间的关系”的教学,通常的教学逻辑是

“实例”—“分割(微元)”—“近似替代”—“求和”.这

样的逻辑看似完美,但实际教学中有一“核心问题”

自己多年无法解决.本年度,笔者对本节教学设计做

了改进,即:再次结合“§2.1实验:”的相关内容,顺

利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笔者强烈

建议教材做一点微小变化.

3.1 时间间隔分割越小“越准确”的困惑

教材从一个具体实例开始本节教学是从“特殊

到一般”认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顺应高一新生认

知水平的科学做法,笔者多年来也一直这样实践着.
但时间间隔分割越小“越准确”的准确值是什么连

笔者也不明白,教学如鲠在喉.往常,这一知识点的

教学设计如下.
问题:一个物体以10m/s的初速度做匀加速直

线运动,加速度为2m/s2,求经过4s运动的位移

(图1).

图1 v t图像

探究1 1:将运动分成等时的2段,即Δt=2s
内为匀速运动(图2).

x=x1+x2=(10×2+14×2)m=48m

图2 分成等时的2段

探究1 2:将运动分成等时的4段,即Δt=1s
内为匀速运动(图3)

x=x1+x2+x3+x4=
(10×1+12×1+14×1+16×1)m=52m

图3 分成等时的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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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1 3:将运动分成等时的8段,即Δt=0.5

s内为匀速运动(图4)

图4 分成等时的8段

x=x1+x2+x3+x4+

x5+x6+x7+x8=
(10×0.5+11×0.5+12×0.5+

13×0.5+…)m=54m
问题:x=48m;x=52m;x=54m的3个位移

中,哪个更接近物体的真实位移?

学生可能会回答:x=54m.
但为什么? 我以学生的认知水准看,困惑! 说

服不了自己,不能回答.
在一次公开课上,我看到另一位教师的处理方

法,有改进.
(1)将运动分成等时的两段,即Δt=2s内为匀

速运动,取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计算位移区间:

48m≤x≤64m
(2)将运动分成等时的4段,即Δt=1s内为匀

速运动,取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计算位移区间:

52m≤x≤60m
(3)将运动分成等时的8段,即Δt=0.5s内为

匀速运动,取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计算位移区间:

54m≤x≤58m

   ……

这样教学设计让学生经历了‘近似’和‘替代’

的过程,体验了近似计算时偏大和偏小的原因,但逼

近的是什么? 学生还是无法感知的、困惑的.
带着这样的困惑,笔者不停地思索着 ……

3.2 “§2.1实验:”教学的拓展

师生对本章第1节“§2.1实验:”中的‘纸带’

作了大量的分析,而本节的教学确实象教材安排的

一样以一个实例导入为最好.那么,为什么不用学生

的‘纸带’这个鲜活的实例呢? 因为纸带是做匀变

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图像是计算好的,关键是两点

间的位移是已知的,时间间隔分割越小“越准确”的

准确值找到了.
步骤1:纸带及测量数据

图5 纸带

步骤2:表格及数据

表4 实验数据

0 1 2 3 4 5 6 7

t/s 0 0.1 0.2 0.3 0.4 0.5 0.6 0.7

x/cm 0 1.80 3.88 6.31 8.97 11.8714.9918.43

Δx/cm 0 1.80 2.06 2.43 2.66 2.90 3.12 3.44

v/(m·s-1) 0.1940.2260.2550.2780.3010.328

  步骤3:描点作v t图像

图6 描点作图

步骤4:近似计算(将时间分成7等分)

图7 分成8段近似计算

学生计算

X1=(0.177×0.1+0.194×0.1+0.226×0.1+

0.255×0.1+0.278×0.1+0.301×0.1+

0.328×0.1)m=0.1756m=17.5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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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课堂”视角下优化实验探究的思考

谭国锋

(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  浙江 杭州  310053)

(收稿日期:2017 03 14)

摘 要:“生命课堂”理念关注课堂教学中师生思想、文化、情感的生命活力.从“生命课堂”的视角去优化新课

实验探究的策略,从相关的实例研究中发现,该策略能有效促进教学质量和提升师生生命价值,让课堂充满生命活

力.

关键词:生命课堂  实验  思维  策略

  
高中物理新课教学中,实验探究是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是学生体验物理现象、认知物理规律、激发

物理热情的重要手段,但是传统的物理课堂对实验

探究的模式充斥着“问题”、“验证”、“结论”类缺乏

活力的“冰冷”词汇.
如何让新课教学中的实验探究发挥它最大的功

能,使其具有“生命价值”,让师生在课堂中充满生命

的活力,笔者有一些粗浅的思考和尝试.

1 实验探究呼唤“生命课堂”

1.1 什么是“生命课堂”

泰戈尔说:“教育的目的是向人们传送生命的气

息.”在新课程改革的深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教育

工作者在尝试“生命课堂”这个“以人为本思想指导

下,追求以人的发展为本”的一种教育理念[1].“生

命课堂”强调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

身心发展规律,强调体验与兴趣结合、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生活活动与创

  准确值x=18.43cm.
步骤5:近似计算(将时间分成14等分)

图8 分成14段的近似计算

学生计算

X2=18.03cm
准确值x=18.43cm.
学生不难体会到:

时间间隔分割越小,用一个个匀速直线运动近

似求得的位移越接近物体的真实位移.

  接下来,再分割,再分割 ……,学生就一点思维

障碍都没有了!

综述,人教版《物理·必修1》第二章第1节

“§2.1实验:”的编排,充分体现了编写专家对《课

程标准》的深度理解,第1节“§2.1实验:”学习内

容和方法在后面的5节学习中节节需用,它是整章

的核心和灵魂.实际上,在今后学习‘牛顿第二定

律’、‘机械能守恒定律’等内容的学习时,我们仍将

反复利用“第1节 §2.1实验:”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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