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导学生用体验性实验辅助解题 培养实践能力*

牛红标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学  河北 保定  071000)

(收稿日期:2018 03 24)

摘 要:物理问题大多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但很多学生在学习物理、解决物理问题时却往往忽略了与实践

的紧密联系,直接从理论上靠想象力甚至于凭借感觉来解题.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采用一些体验性辅

助性的实验,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也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践意识,提升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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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体验性实

验是在新课程理念下提出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学生

通过亲自体验实验解决问题,不仅是一种解题的方

法,更是一种学习经历,学生通过亲身体验真实的物

理情境建构物理规律的过程,更能够增强学生实践

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对物理知识的可感受性.这样

的物理实验为学生知识的建构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

用,有助于学生在深层上体会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生

成过程,深刻理解物理概念和规律,是一种非常实用

而高效的学习方式.而体验性实验更是以器材获取

方便,条件要求宽泛,操作过程相对简单,现象结论

明显,有极好的教学效果,更能有效激发学习兴趣,

能够使在理论下不容易说清楚的现象和问题很快呈

现出来,在练习题中加强有意识的体验性实验,会使

学生根据物理情境的建模能力大提高,解题能力以

及实践意识加强.下面以几个小例说明体验性实现

在解题中的重要价值.
【例1】下列有关静摩擦力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运动物体受到的静摩擦力的方向一定与物

体的运动方向相反

B.运动物体受到的静摩擦力的方向可能与物

体的运动方向相同

C.摩擦力的方向不可能与物体速度方向垂直

D.物体间的正压力增大摩擦力将增大

分析:摩擦力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力,可以说

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息息相关的.如果直接引导学生

就地取材,进行实验体验,如图1所示.让学生握笔

(当然可以是手边的任何一个物体,稍重一点更好),

处于竖直状态,体会物体运动趋势,笔受到的摩擦力

的大小,握力增大,摩擦力大小怎样? 为什么握紧后

心里感觉更踏实? 因为不容易掉落,学生会对最大

静摩擦力大小及最大静摩擦力概念有更深刻领悟.
下一步引导学生竖直向上,竖直向下,水平移动,甚
至向任何一个方向运动,只要让笔保持竖直,学生自

然会发现,笔受到的摩擦力方向都是竖直向上,摩擦

力的方向只与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有关,而与

物体的实际运动没有直接关系.学生通过自己动手

去体验,将轻松得出答案,并深刻理解静摩擦力的特

点及规律,同时增强了学生的实践意识.

图1 体会物体运动趋势

【例2】如图2所示,长为L的轻直杆,一端通过

转轴O 固定,在中间及另一端分别固定质量为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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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A 和B,现将轻杆拉至水平位置由静止释放,轻
杆摆动到竖直位置的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下落过程中小球B 的机械能守恒

B.下落过程中A,B 系统机械能守恒

C.下落过程中A 的机械能减少

D.下落过程中A 的机械能增加

图2 例2题图

分析:由于轻杆上作用力的复杂性,本题杆下落

过程中不能轻易判断出A,B 球之间的杆上有没有

侧向弹力以及侧向弹力的方向,不能容易得出下落

过程中是A 带动B 还是B 带动A,所以只能直接得

出A和B 系统机械能是守恒的,而单独A或B 是不

是机械能守恒是不能判断的.但是如果用假设法,简
单的做一个体验性的小实验,便一目了然,我们知道

这个问题中A 和B 是一起下落的,那么如果单独A
或B下落会哪一个更快呢? 可引导学生利用手边的

胶带(大多同学是备有的),拉出一段,拉平后让其下

落观察摆动时间,模拟A的自由下落;再适当加长摆

线长度,模拟B 单独下落时间,和刚才模拟A 的对

比,如果两个长度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两次下落中B
的时间要明显比A长,根本不用计时仪器,粗略到凭

感觉就可能轻松得到.那么本题的答案就明了了,若
单独下落A 比B 用时短,而现在通过杆连接后是一

起下落的,所以下落过程中B对A 有阻碍作用,B对

A做负功,A的机械能减少B 的机械能增加.这个小

体验即能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实验的强大作用,也为

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方法,使学生认识到物

理问题源于实践.
【例3】(2014年高考北京卷第18题)应用物理

知识分析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可以使物理学习更加

有趣和深入.例如平伸手掌托起物体,由静止开始竖

直向上运动,直至将物体抛出.对此现象分析正确的

是(  )

A.受托物体向上运动的过程中,物体始终处于

超重状态

B.受托物体向上运动的过程中,物体始终处于

失重状态

C.在物体离开手的瞬间,物体的加速度大于重

力加速度

D.在物体离开手的瞬间,手的加速度大于重力

加速度

分析:本题其实就是考查学生的实践能力,解释

现象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引导学生亲自

体验一下这个过程,会有更多的收获.让学生将一本

尽量厚一点书平放到手上,根据题目叙述模拟抛书

过程,模拟时抛出过程不要急,尽量用时长一些,这
样便于体会,并让学生将体验进行交流.学生都能轻

松体验出手上压力的变化,压力会先增大然后减小,

当书离开手的瞬间,书对手的压力减小到零,所以书

在手里的运动过程先加速后减速,离开手前有最大

速度(压力等于重力),离开手的瞬间压力为零,此时

书的加速度为g,手离开书,手的加速度一定大于g.
学生经过这样一个亲自体验的过程,从感官上直接

获得了相关知识的同时,在情感上也充满收获成功

的喜悦,也增加了主动探究体验的意识,增强了实践

意识,学生对于运动过程分析以及相关的超失重现

象知识理解得更加深刻.
习题往往是摆在学生面前的直接问题,而问题

的解决无疑会给学生增强更多的自信,通过体验性

的实验解决问题,不仅是一种解题的方法,更是一种

学习经历,这种体验是学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

实验探索感受到的物理规律,通过亲身体验真实的

物理情境建构物理规律的过程,引导学生使用科学

研究方法,养成科学思维习惯,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
有很多的物理习题来源于生产生活实践,但是

现在大多学生往往动手机会少,缺少观察和深入思

考生活中物理现象的能力.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很难构建起相应的物理情境,对这些问题如果从理

论角度进行分析推导解释,极有可能导致教师费尽

口舌,学生仍然是云里雾里的结果.如果能借用简单

的体验性的实现,让学生亲自感受体会,探究分析总

结,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学生在实验的

体验过程中能够获得足够的感性认识,最终自主解决

问题.学生通过亲身经历的实践活动,获得丰富的感

性认识,为认识知识、理解规律铺路搭桥.既可以激发

学生研究的热情,使学生乐于完成习题,又能培养学

生习惯于有效思考生活中常见物理现象所蕴含的原

理,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探究的实践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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