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重和失重的教学设计

朱玉江
(海码课堂  北京  100088)

(收稿日期:2018 01 19)

摘 要:通过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剖析,指出缺憾、分析不足,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呈现新的教学逻辑,重整素

材,设计实验,最后分享对探究式教学和核心素养的学习心得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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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缘起于笔者听的一节关于“超重和失重”

的公开课,基于课堂对学生的观察以及课后与教师

的讨论,对传统超失重的教学产生“意犹未尽”之

感,于是结合“素养教学”这一新的教育理念,谈谈

对“超重和失重”教学方法的个人观点和改进建议.
超重和失重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通过超重和

失重的教学,可以加深同学们对牛顿运动定律的理

解,提升动力学分析的水平,培养用物理知识解决现

实问题的能力.
一般的教学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一般教学思路

其中厘清“视重”和“实重”的概念是解释“超失

重”现象的前提,然而一般在教学中,我们急于给学

生“视重”和“实重”的概念,对概念的形成没有进一

步阐释,导致学生难以突破“体重计测体重”这一感

性认识的“藩篱”,其实“视重”和“实重”是有着具体

问题情境的,那就是“体重计到底测的是什么力? ”

通过观点、讨论和探究可以让学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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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计测量

得到 t=nΔt=2l3v
每位演员跑过的路程

s=vt=23l

转换参考系法:

A,B,C运动形式相同,故只需关注A,B就可以

将问题解决.不妨以B演员为参考系,经过分析可以

知道:A,B始终在一条直线上;A与B 速度方向的夹

角始终为120°.
那么A,B 两位演员沿二者连线方向上彼此接

近的相对速度为

v+vcos60°=32v

最终A,B相遇,则A相对B 走过的距离为l,则

t= l
3
2v

=2l3v

故有 s=vt=23l

从以上4个例题来看,“微元法”的解题套路都

很相似 ——— 构造好“两直角等腰三角形”,确立好边

长和运动的关系即可将问题解决.“微元法”的优点

是思路简单、易操作;缺点是画图、运算过程相对较

为复杂.
而“转换参考系法”则是建立在对物体间运动

关系的准确把握之上,当一个物体运动,另一物体相

对地面保持静止的时候(例1和例2),我们往往以运

动物体为参考系,利用相对运动的矢量方程即可;在
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都运动的时候,不能简单、直接

地套用相对运动矢量方程得到相对速度,而是应该

仔细观察二者之间的运动关系,究竟是合成之后再

分解(例3),还是分解之后再合成(例4),这要视题

目而定.
方法无好坏之分,从培养学生物理思维和解题

能力的角度来讲,这两种解题思路都值得向学生介

绍,只有这样,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才能有更开阔的思

路,甚至还会想出更精彩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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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物体对它的压力”这一正确的物理观点,然而

“压力有时候等于重力”这是由于相互作用以及二

力平衡得到的结果,这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A
是B”与“A等于B”在科学思维中是两个不同的含

义.于是在这个教学环节我们的收获是一个新的“物
理观点”以及支持这个观点的“科学思维”.从而让

学生摆脱“感性藩篱”进入到分析和思辨的“物理状

态”,为接下来规律探究打下有效的情景认知基础.
在“探究超失重的运动学特点”这个环节,常用

的教学活动是让学生在体重计上做蹲起,或者事先

让学生在电梯中观察体重计的变化,还有用弹簧测

力计上拉重物观察测力计示数的变化;也有做的精

细点的,用力传感器上拉重物,电脑上采集出拉力和

时间的图像,分析图像得到规律,等等.然而这些实

验素材都有一个缺憾,就是所展现的均是复杂的多

过程运动,给学生的分析添加了不必要的负担.而我

们大都选用这些素材也许是陷入了一种“就事论事”

的怪圈 ——— 生活中的超失重是什么我们就选什么

素材,然而物理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一门科学,

我们有必要的对实验素材进行提炼和加工,降低分

析的难度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拾阶而上.
基于以上两点的讨论,我们可以把超重和失重

的教学分为两个大的教学环节.

图2 环节一

  在环节一中,先提出“体重计到底测的是什么

力? ”课堂进入讨论和探究,在最后实证阶段,教师

可以把平板体重计贴着墙竖直放置,用手给体重计

压力,观察读数随压力变化的现象,从而论证“体重

计测量的是物体对其压力”,顺势抛出“弹簧测力计

测的是什么力”,综合体重计和弹簧测力计的测量本

质,总结得出“测量仪器测物体重力时显示的读数

(视重)其本质是测量仪器受到的压力或拉力”与物

体的“实际重力”是不一样的两个力.辅以受力分析

形象展示,再进一步说明,当物体处于平衡状态时,
“视重”的反作用力与重力是一对平衡力,此时“视
重”与“实重”等大,这就是测体重时需要我们站定

不动的原因.如果我们在体重计上蹲起,或者用弹簧

测力计上拉物体的过程中,会发现“视重”和“实重”

不等的现象,如果把“重物”换成“人”,测量仪器换

成“电梯地板、汽车座、秋千座”我们在某些情况下

会有感觉到自己变沉或变轻,回归到生活体验,引出

“超重和失重”的定义.
在这一环节的设计中,先提出“测的是什么”这

一物理原始问题,通过课堂活动支持学生从论证探

究的过程中突破模糊的前认知,由“体重计测重力”

发展到“体重计测压力”,从而使学生的思维从特殊

发展到了一般,从粗糙上升到了精致,从感性进入到

了理性.

图3 环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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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个教学环节中,重点是设计实验探究超

失重的运动学特点,所述的环节设计,增加了一个运

动状态的分类,运动状态的分类有两个教学功能:
(1)强化运动过程的区分与认识,为接下来复

杂过程的分析打下基础;
(2)运动的分类为实验探究提供情景支撑,在

往常的超重和失重的课堂中,学生的探究实验往往

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而把运动进行分类给实验

探究解构出多个情景维度降低了实验观察的难度.
在实际教学中,可以通过以下的装置设计实现

各种匀速与匀变速的运动情景,如图4所示.

图4

图4(a)所示的匀速运动装置,是通过传送带匀

速带动木块实现重物钩码的匀速向上或向下运动.
图4(b)所示的向下匀变速装置,是通过改变接

触面的粗糙程度进而改变系统的运动阻力,实现重

物钩码先匀加速后匀减速向下运动.
图4(c)所示的向上匀变速装置,原理同(2).

在具体实验操作中也可以通过增加木块的配重

实现匀加速到匀减速的运动变化,若有条件把弹簧

测力计改成力学传感器效果更佳.
以上所述的实验设计,把生活中超失重相关的

复杂运动解构成几个运动模型,在每一个模型中设

计足够的观察空间,方便实验信息的搜集,再结合配

套的实验表格,分析总结得出“超失重情况下物体的

运动学特点”.当然在具体教学中不一定所有运动状

态都要探究,可以依据学情,适当择选,探究的同时

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从而引导出超失重的“牛顿

第二定律解释”,使教学以情至理、情理交融.这时候

再让学生分析体重计上蹲起时的示数变化,或者乘

电梯的超失重感受,基于前期受力和运动分析的准

备,兼之实验探究的收获,在表述上应该会有很大改

观.
至此“超重和失重”的教学从“现象”到“探究”

再到“解释”,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的闭环.
初中、高中、大学不同学段,物理的学习主题没

有太大变化,但是物理学习的视角却逐渐由表象到

规律,由整体到细节,由传统到前沿.学习深入的同

时,新的观点也在不断形成,于是我们可以说物理学

习的过程就是建立物理观点的过程.在传统的教学

模式下,物理课堂急于给出观点,更多精力落在做

题,通过做题反过来强化对观点的认识.在这种本末

倒置的学习方式使学习过程毫无乐趣可言,更存在

一大堆问题.就像一些学者提出的:“重结论,轻过

程”、“重定量计算,轻定性分析”、“重理论,轻实

验”“重逻辑思路,轻形象思维”、“重学科知识,轻联

系实际”,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物理观点”

的形成过程缺乏有效的探究活动.学习没有第一时

间“解惑”,而能历经书山题海之后“豁然开朗”的毕

竟只是少数,更多学生成为了物理课堂的“局外人”.
“传道”源于“授业”,“授业”始于“解惑”,探究

式教学就是开启了物理学习的解惑之旅,通过创设

“问题情境”,使学生有“迷”有“思”,在教师的引导

下,进行问题的探究,进而使学生破迷开悟,这样学

生参与了观点的形成,教师支持了观点的形成.学生

在问题探究中汲取了成长的养分,可以说探究式教

学使物理学科更接近物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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