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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高考背景下的物理教学,教学内容增加了,但实际的教学时间减少了,因此只有提高课堂的效率才能

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在有限的时间里帮助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建构好知识结构,逐渐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好物理学科所特有的动手操作能力.本文结合功率教学实例粗浅地谈谈在新课教学过程

中,怎样把握目标意识、对象意识和策略意识,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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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考“3+3”模式较前“3+1”模式物理教学

内容有所增加,而且考试时间提前,又由于各门学科

齐头并进,教学时间明显减少.面对困难,为了不炒

夹生饭,我们只有提高课堂的效率才能有效提高教

学质量.现今有效课堂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在具体

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哪些宗旨、注意哪

些细节呢? 下面以笔者参加的省优课“功率”教学

为例,从有效课堂实施过程中的目标意识、对象意识

和策略意识3个方面阐述在实施有效课堂的教学过

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目标意识即教师应明确本节课要教给学生什么

及学生要学什么;对象意识即体现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对学生的了解和关注;策略意识即教学中需采用

必要的教法,帮助学生纠正存在的错误认识,习得新

知识,理解、应用新知识.

1 目标意识

1.1 为什么要有目标意识

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实施的方向和预期达成

的结果,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它既

与教育目的、培养目标相联系,又不同于教育目的和

培养目标.具有其内在含义以及即时性等特点.缺乏

教学目标意识,主要表现在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

学生层面,学生对课堂上要学的内容不明确.学

生在课堂上没有目的性,盲目跟随老师走.要掌握哪

些知识点,掌握到何种程度,有哪些知识点没有掌握

自己都一概不知.一节课下来,云里雾里.课下作业

做不出,自己啃参考书,加大了学业的负担.

教师层面,教师对课堂上要教的内容目标不够

明确.表现有两种:一是没有目标,脚踩西瓜皮,滑倒

哪里是哪里;二是有目标,但目标太大,不切实际,无

法完成,或者目标过小,没有全局观念,顾此失彼.

1.2 应该有怎样的目标意识

(1)通过“四基目标”,实施有效课堂

教师在教学中同时充当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多

重角色.按照梁旭老师的“四基目标”理论,教学目

标从“知识维”角度考虑可分为“基本经历、基本知

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4方面;从“认知过程维”角

度又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5小

点.认真钻研教材,梳理知识的脉络及联系,结合学

生的实际制定目标,然后进行分类.功率教学目标按

照“四基目标”理论进行确定,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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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功率教学目标

知识维 具体内容

认知过程维

记
忆

理
解

应
用

分
析

评
价

创
造

基
本
经
历

物理
现象

典型
情景

人与水泵从井中提(抽)水,做功快慢不同 √
路面上行驶的汽车油门加大,发动机声音增大、速度提高,功率增大 √

变速自行车换挡改变车速 √
物体自由落体过程中,连续相等时间内下落高度增加,重力做功增加 √

骑变速自行车水平路面选高速挡、上坡路面换低速挡 √

基
本
知
识

物理
概念

物理
规律

功率是描述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
平均功率反映做功平均快慢,瞬时功率表示力在某一时刻做功快慢 √

额定功率是机械长时间正常工作最大输出功率 √
实际功率是机械实际输出的功率 √

功率定义:P=W/t √
功率与速度关系:P=Fv √

基
本
技
能

思维
技能

汽车以恒定功率运动:减小速度增加牵引力,减小牵引力增加速度 √
功率定义式P=W/t,当t足够小功率即可表示瞬时功率 √

P=Fv运用:v是瞬时速度P 为瞬时功率;v是平均速度P 为平均功率 √

基
本
思
想

物理
方法

数学
方法

平均功率与瞬时功率的教学运用类比法,类比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 √
利用微元法,t足够短变力可看做恒力,P=Fv求瞬时功率时F 可是变力 √

瞬时功率引入运用极限法 √
功率引入运用比值定义法 √

  (2)目标设置时要切合实际,切忌一步到位,目

标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 对象意识

对象意识是指在教学活动的一切过程中教师要

始终围绕着教育对象的实际现状来组织、开展教学.
脱离学生实际的课堂,要么是教师讲得头头是道而

学生听得云里雾里,要么教师讲大家都理解的问题,

在浪费学生时间而学生味同嚼蜡.
(1)现实教学中对象意识淡薄的关键是教师缺

少对学生的了解.没有去掌握学生原有的知识水平、

前概念、错误认识、以及学习上可能会出现的障碍;

课堂教学中不去关注学生的情感变化、心理感受、甚

至学生的反应,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低下;在教学中不

关注学生能力水平的差异,不去了解学生之间的差

别或者所教班级之间的差别,填鸭式教学,出现有的

学生感觉吃不饱,有的学生会撑着的现象.
(2)要提高教学中对象意识要求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要充分发挥以学生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作用.要

注意以下两点:

1)了解学生已有的前概念,知道前概念对新

概念教学的影响;了解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对新概

念的学习是否能够有能力接受.例如初中学生已经

知道了功率的概念、物理意义、简单的运算,初中学

生没有平均功率和瞬时功率概念.平均功率学生理

解较容易,瞬时功率的理解是本节课的难点;学生对

功率与速度的关系理解也是难点.学生已有的知识

是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概念,这里可以进行类比,因

此学生有能力掌握这些知识.

2)关注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了解每一个学

生及班级特点.同一个班级不同的学生的现有知识

水平的不均衡,将影响总体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根

据学生水平的差异,可以考虑分层次设置教学目标,

对学习确有困难的学生,课下多加关注;不同班级之

间的整体水平的差异,教学中要考虑教学目标的设

置及教学中难度的把握.功率的教学根据不同班级

的情况,适当控制难度,比如公式P=Fvcosθ,对角

度的要求可以降低难度.

3 策略意识

教学策略是实施教学过程的教学思想、方法模

式、技术手段等方面动因的最优化框架式集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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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学思维对其3方面动因的进行思维策略加工而

形成的方法模式,是教师教学能力、智慧的集中体

现.

3.1 现实教学中策略意识不强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学生缺乏学的策略意识,一听就懂,一做就错.

例如学生在解答有关“机车功率”问题时,学生将机

车恒功率启动过程会当成是恒力作用下的运动,用

动力学方法解答.究其原因,是学生没有理解机车启

动的过程.
教师缺乏教的策略意识.表现在不同课型的课

内在的差异上,没有考虑到学生对概念、规律等知识

建构的过程.概念课的教学中罗列知识点,认为教师

讲了,学生就懂了;规律课教学,只注重公式、结论的

应用,没有讲清规律、结论的推导,没有讲清楚规律

的适用范围;习题课上只关注习题的解答,忽视了策

略性知识的提取、题目的变式、模型的建立.
功率教学中,教师往往缺乏难点知识的讲解的

策略.本课的难点主要是瞬时功率和功率与速度关

系的理解.如何突破这些难点呢?

3.2 以功率教学为例 展示有效课堂的实施

课堂上应该遵从学生的认知规律有序教学.根

据物理概念形成的3个阶段,即通过观察实验获得

感性认识的阶段,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

段,理性认识到实际运用的阶段.
(1)创设物理情境 引入物理概念

由于在初中学生已有了功率的初步概念,功率

课堂教学中,首先给学生观看一段对比视频:“动力

强劲的兰博基尼汽车尾焰烤火鸡,普通的斯柯达明

锐汽车纸张都没有点燃”.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呢? 出示两辆汽车的铭牌,展示两辆车的额定功率,

让学生知道两辆车额定功率的不同.通过创设物理

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
(2)运用科学方法定义、理解概念

通过比值法定义功率,强调比值定义法的特点.
重、难点是平均功率和瞬时功率的理解.

运用极限法得出瞬时功率概念,帮助学生理解

瞬时功率,利于学生知识的建构.可以设置物理情

境:质量为1kg的物体自由落体运动中不同时间间

隔内重力的功率(g=10m/s2).计算并填入表2中.
表2 质量为1kg的物体自由落体运动中不同时间间隔内重力的功率

时间/s 0~2 1~2 1.5~2 1.9~2 1.99~2 1.999~2 1.9999~2

功率/W 100 150 175 195 199.5 199.95 199.995

  学生可以分组进行计算.对数据进行分析,可

发现两个现象:不同时间内重力功率不同;时间间隔

逼近2s这一时刻时,功率趋于一个定值(200W).
教师启发学生从这两个现象中得出结论.不同时间

间隔内功率不同,说明重力做功的功率在变化,比值

定义求得的功率是表示该时间间隔内做功的平均快

慢程度,即平均功率;时间间隔逼近2s时求得的功

率更能精确表示在2s时刻重力做功的快慢程度,即

瞬时功率.引导学生通过类比法加深对平均功率和

瞬时功率理解,如表3所示.
表3 类比法加深平均功率和瞬时功率的理解

物理量 物理意义 定义方法 平均速度(功率) 瞬时速度(功率) 标量或矢量

速度 运动快慢的物理量
比值法

v=ΔxΔ( )t
运动平均快慢 精确描述运动快慢 矢量

功率 做功快慢的物理量
比值法

P=( )W
t

做功平均快慢 精确描述做功快慢 标量

  通过比值定义法、极限法、类比法的科学研究

方法的运用让学生理解功率概念.通过进一步分析

得出公式P=Fvcosθ,分析各物理量的含义.

(3)增强实际体验,运用物理规律

公式P=Fv理解、应用既是本节课的重点也是

难点.难在公式较为抽象,学生缺乏实际的体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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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 论“参 考 系 ”

徐正海

(当涂第一中学  安徽 马鞍山  243100)

(收稿日期:2017 08 16)

摘 要:通过“地面参考系”的应用举例,从中引出科学的“质心参考系”,并进一步提出“太阳参考系”.让人们

厘清一些本不该“似是而非”的物理问题本质.

关键词:参考系  系统  质心  能量  动量  相对论

  物理学家海森堡曾说“自然科学并不是自然本

身,它是人类和自然关系的一部分”.换言之,自然科

学的使命就是,人类要想方设法用其语言或工具,来

解读那位永远也不开口说话的上帝神.在中学物理

的力学体系中,关于那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参考

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能量、动量等话题,倘若要较起

真来,也确是饶有趣味.
“参考系”是运动描述的平台,它既可实实在在

(如地面),也可是人为造设(如坐标系).在牛顿时

代,牛顿运动三大定律的创立是在地面实验室里完

成的,因而“地面”成了中学物理中唯我独尊的(惯

性)参考系;但是,也是在同一时代,由牛顿万有引

力定律处理的“双星系统”,它所衍生出来的“质

心”(即指物质系统上被认为质量集中于此的一个假

想点),反而成为一个更加优越的惯性系.
众所周知,在一个封闭不受外界影响的系统内,

它的质心位置是固定的.这样一来,用质心来描述运

动的优势就毋容置疑了.可事实上,由于人们长年累

月生活在地面,习惯性思考往往会让人一头雾水.请

赏析两例.
【例1】一个小孩站在船头,按如图1(a)、(b)所

示的两种情况,用同样大小的力拉绳,经过相同的时

间t(船未相碰),小孩所做的功分别为W1,W2,在时

刻t小孩拉绳的瞬时功率分别为P1,P2,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则它们的大

看视频“环太湖国际自行车公路赛”,结合学生实际

体验,请学生谈变速自行车如何实现变速.在此基础

之上,讨论汽车发动机功率的问题,学生更容易接

受.
创设实际情境,反映汽车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的“汽车百公里加速时间”.引导学生对汽车运动过

程进行分析,得出恒定功率启动的规律,启发学生思

考恒加速度启动的过程思考.通过学生对自行车变

速的体验,理解机动车功率的问题,实现难点的突

破.
教学中做到“有的、有类、有法、有序、有节”.新

课教学,切忌一步到位,要让学生从感性到理性去掌

握一个概念和规律,然后以学生的实际体验,在实际

情景中加以运用,加深对概念和规律的理解.
本文以功率教学为例浅谈实施有效课堂教学时

的一些做法,即通过把握目标意识、对象意识和策略

意识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笔者只是

在新高考改革背景下,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而抛

砖引玉,同仁一定会有更高的见解和主张,希望大家

共同探讨,促进新高考改革顺利进行.不当之处,敬

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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