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做”促“思”
——— 物理解题习惯养成

仇园园

(镇江崇实女子中学  江苏 镇江  212000)

              (收稿日期:2017 03 22)

摘 要:物理解题是有些学生很头痛的问题,这些学生拿到一道题目有的无从下手,有的瞎做一气,有的思路正

确动手做了就错,有的只能做出一半 …… 怎样才能让这些学生找到正确的思路呢? 如何帮助这些学生更好地解决

问题,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呢?

关键词:行动  思维  解题  习惯

  物理解题是物理知识应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

是学生学习效果反馈的重要途径.对于解题部分学

生很头痛,因为拿到一道题目有的无从下手,有的瞎

做一气,有的思路正确动手做了就错,有的只能做出

一半 …… 怎样才能让这些学生找到正确的思路

呢? 如何帮助这些学生更好地解决问题,养成良好

的解题习惯呢?

问题情景:

地球和月球的质量之比为81∶1,而半径之比为

4∶1,求:

(1)地球和月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之比.

(2)在地球上和月球上发射卫星所需的最小速

度之比.

学生甲:盯着题目看,并不动手! “这道题多复

杂啊,不好做! ”

学生乙:仔细看题,知道题目中的“地球和月球

的质量之比为81∶1,半径之比为4∶1”是解题的关

键.“谁说复杂来着,不就是把这些条件用到重力加

速度和发射卫星的最小速度上嘛,不过怎么个用法

呢? 没印象啊! ”

学生丙:“我有印象,地球表面万有引力约等于

重力,发射卫星的最小速度不就是第一宇宙速度嘛.

不过套哪个公式来解题呢? ”

学生丁:“你们开头的我都知道,可是再往下怎

么办呢? ”

习惯1:将条件问题划一划

审题是解决物理问题的关键.物理解题是由已

知条件通过相关知识的链接最终得到题目所问问题

的过程.因此通过审题获得已知条件,明确问题是迈

向成功的第一步.一些学生在审题时喜欢对着题目

发呆,题目读了一次又一次,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

没感觉! “老师,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针对

这样的学生,一定要他们将题目中的条件动手好好

划一划,并转变成最简洁的形式.例如:“地球和月球

的质量之比为81∶1,半径之比为4∶1”这些都是条

件 ,不过看起来不太简洁.写成m地∶m月=81∶1,

R地∶R月 =4∶1,更清楚,更直观,激发学生的感性思

维! 让学生能联想到公式或是直接能联系到公式中

的物理量.

习惯2:将相关知识备一备

在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后,下面就是要应用与已

知条件或是问题相关的知识了.知识是有层次性和

相关性的,一个问题的出现与之相关的知识点就应

该被调用出来.知识点的缺失是一些学生很大的问

题! “听不懂”、“看不懂”成了他们不会的很正当的

理由.其中问题出现在他们将重点放在了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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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生对基本概念搞不清,基本公式记不住,而

总是在想为什么或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很多知

识的重点并不是为什么,而是重要的定义或结论.抓

住这些内容,将理科知识适当“文科”化.让这些学

生背一背,记一记,做好知识的储备工作.在审题的

基础上完成相关知识的链接.这一过程要动手做上

相应的记号和注释.

例如,看到地球、月球表面,划下“表面”二字链

接到“在地球表面,万有引力约等于重力”这一知

识,在“表面”附近写下F引 =mg,思路便会自然展

开,将质量、半径这些条件应用于万有引力公式中然

后求重力.“在地球上和月球上发射卫星所需的最小

速度”链接到“第一宇宙速度是发射卫星的最小速

度”,划下“最小速度”在其附近写上“第一宇宙速

度”.进一步链接到第一宇宙速度的定义就是“物体

在地面附近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在“第

一宇宙速度”附近再写上“地表卫星”的字样.因此

总结出思路“地表”万有引力约等于重力,而“卫星”

做匀速圆周运动,万有引力等于向心力.即万有引力

约等于重力等于向心力,在“地表卫星”附近再写上

F引 =mg=Fn,更直观地帮助思考!

习惯3:将有用信息理一理

做好审题和知识储备的学生知识点理清了,思

路想到了,对于问题的解决最终就转变成公式的套

用.一些学生却不知道用哪个才好的,往往望式兴

叹,无从下手.公式其实是屈指可数的.这部分学生

的抽象思维比较弱,动手做一做,将公式写一写,理

一理,搞清公式中各个物理量的意义,把已知量和要

求的量在公式中圈一圈,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想

到了万有引力约等于重力.即

F引 =mg
具体写成

GMm
R2 =mg

而对于

F引 =mg=Fn

具体写成

GMm
R2 =mg=mv2

R =

mrω2=m4π
2

T2r=man

将有用的信息一一写下,然后根据题目是已知

质量和半径而要求的物理量是速度,把质量、半径、

速度在公式中圈一圈,最终可以看出应该选择公式

应为

GMm
R2 =mv2

R

进行求解.

习惯4:要脚踏实地走一走

孟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

积小流无以至江海.”一些学生有的充满个性的思

维方式,有的不把题目想通想好想透彻就不动手做.

中学阶段学生的抽象思维和空间想像的能力是比较

弱的.就像上楼一样,有些学生有能力一下子跳上4

层台阶,有的学生能跳上2层台阶,每个学生的能力

是不一样的.如果题目就像是10层台阶你会怎么办

呢? 一些学生就是想一下子跳上10层,但是自己的

能力只能跳上4层,一下子跳上10层是不可能的,

于是就难倒了,进而放弃了.但是问题是不管你怎么

做只要你完成10层台阶就行啦,没有人要你一下子

跳上去.你可以一层一层向上走,当你走完第9层的

时候,再上一层,多么轻松的一层,第10层的高度你

就达到了.就像做题一样,让学生把能想到的,先写

一写,不要总在思考,学生会发现写着写着,问题自

然就解决了.例如,在解决万有引力应用的这道问题

时,你把已知条件写一写,问题写一写,联想到的知

识点写一写,能用的公式写一下,你会发现终点就在

眼前.

总的说来,多要求学生动手“做”.充分利用学生

相对比较善长的形象思维来代替一些抽象思维,呈

现给学生更直观的物理思维过程.通过学生的“做”,

在“做”的过程中应用,在“做”的过程中总结,在

“做”的过程中成长,在“做”的过程中促进学生

“思”,提升他们的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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