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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移动设备的增强现实技术(AR)的发展,可以直接在实验装置图片上进行虚拟物理量的叠加,从

而加深学生对实验现象的内涵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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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基于“培养核心素养,提升关键能力”的新

一轮教学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高中物理所教

知识体系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如何在不变中,结合当

代学生学习特点,实践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高效

物理课堂教学法,需要教师不断地摸索与尝试.在信

息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结合新媒体技

术与传统物理课堂教学,让两者有机融合,笔者做了

一定的尝试.下面就以人教版选修3 1“磁场”一章

中的“磁场对通电导线的作用力”课堂实录为例,谈
谈信息技术与物理课堂教学的融合思路.

本节知识需要学生知道什么是安培力.知道左

手定则是判断通电导线在磁场中所受安培力方向的

基本方法.但由于左手定则的三维空间感要求高,学
生不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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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采用虚拟现实技术让抽象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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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FittingMethodofUnitaryaboutPhysicalExperimental
DataBasedonPythonandGradientDescent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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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ethodofimplementinggradientdescentalgorithminPythonwasproposed.Withthreecollege

physicsexperiment(PhotoelectriceffectmeasuredPlanckconstant,opticalpumpmagneticresonancemeasured

Landerfactorandpolarizedlightverified Malus′sLaw)asexamples,usingthecorrelationcoefficientrand

goodnessoffitR2asindicators,theeffectofthelinearfittingprocessonthephysicalexperimentaldatabythe

gradientdescentalgorithm wasverified.Itisinstructivetounderstanddeeplearning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algorithmswiththeperspectiveofPythonandgradientdescent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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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有利于学生快速地理解和掌握定则内容.而
如何理解安培力大小与电流和磁场的空间关系又是

一个难点,这涉及到空间矢量的合成与分解.课堂上

采用数字传感系统就可以直观反映安培力大小的变

化特点,化繁为简.因此,本节课采用信息技术与课

堂教学的融合,可以使学习过程事半功倍.也使学生

通过学习认知由个别事物的个性来认识一般事物的

共性,了解这是认识事物的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并
通过信息技术与物理教学的融合,直观感受自然现

象与物理知识之间的联系.

1 引入 定义安培力

小实验引入:(激发学习兴趣)

将磁体、电池、线框如图1组装,观察现象.调换

磁体方向,观察现象变化.

图1 实验组装

现象:线框会旋转.调换磁极,旋转方向改变.
(1)磁铁、电池、线框相互组合提供了哪些物理

量因素?

(2)线框为什么会从静止到旋转?

(3)调换磁极方向,线圈旋转方向改变说明什

么?

答(1):提供了磁场(B)、电流(I).
答(2):力改变了线框的运动状态.
答(3):调换磁极方向,线圈受力方向反向.
由此可以看出当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就有可能

受到力的作用.物理学中我们将这种力定义为安培

力.
信息技术与物理课堂教学融合1:

多媒体网络视频展示安培力的应用,从情感、价

值观上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驱动小线框的安培力只是它的一种用途,安培

力在工程技术和国防建设中有着巨大的作用.下面

来看这几段视频:磁悬浮,电磁弹射,电磁炮等.可以

看到小小的安培力不但可以驱动列车高速前进,还
能成为保家卫国的国之重器,因此我们需要认真研

究安培力.

2 理论分析 实验探究安培力大小的一般表达式

复习迁移(知识回顾,引发思考):通电导线在磁

场中是否就一定受安培力作用?

当B 与I垂直时,F安 =BIL;当B与I平行时,

F安 =0.
说明安培力的大小还跟B 与I 的方向有关.具

体说就是B 与I的夹角影响了安培力的大小.那么

当B与I的夹角为θ时,直导线受到的安培力多大?

方法1:实验验证法

如图2所示,采用朗威DIS数字传感器:微力传

感器,安培力演示仪器.通过转动磁场方向观察安培

力大小变化,通过设定安培力与角度函数图像直观

感受F安 =BILsinθ.

图2 实验验证安培力大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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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物理课堂教学融合2:

利用数字化传感器对安培力(F)随磁场与电流

方向角度(θ)变化的关系,进行数据采集.同时通过

网络把数据分享给每组同学,让每组同学利用小组

计算机进行数据分析.这样既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

大数据分享,同时也让学生掌握利用信息技术分析

数据,进而得出规律结果的现代化探究能力.
方法2:矢量分解法

把磁感应强度B分解为两个分量,如图3所示.

图3 磁感应强度B的分解

一个分量与导线垂直

B1=Bsinθ
另一分量与导线平行

B2=Bcosθ
平行于导线的分量B2 不对通电导线产生作用

力,通电导线所受作用力仅由B1 决定.
即

F安 =B1IL
将

B1=Bsinθ
代入得

F安 =BILsinθ
总结:当B 与I垂直时,θ为90°,F安 =BIL.
当B 与I 平行时,θ为0,F=0.这两种情况是

F安 =BILsinθ的特殊情况.
任意情况下通电直导线在磁场受到的安培力表

达式为

F安 =BILsinθ
(充分理解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的科学

探究思维)
通过DIS演示实验与数字化探究安培力的分组

实验,我们看到测量的安培力值有正、有负,说明安

培力的方向会发生变化,那么安培力的方向有什么

特点呢?

3 实验探究安培力的方向

回忆定义电场强度方向是正电荷所受力的方

向,那么能否认为磁感应强度B 的方向为通电导体

所受的安培力方向呢? (类比知道物理量之间的不

同点,区分易混淆内容)

分组实验探究安培力方向的特点.
信息技术与物理课堂教学融合3:

基于移动设备的增强现实技术(AR)的发展,可

以直接在实验装置图片上进行虚拟物理量的叠加,从

而加深学生对实验现象的内涵理解,如图4所示.

图4 虚拟物理量的叠加

画出实验过程的侧视图,如图5所示.
通过实验知道当磁场方向反向时安培力方向反

向,同时安培力与磁场、电流方向相互垂直.

图5 实验过程侧视图

思考1:电流在磁场中受力,是磁场对电流的作

用吗?

答:电流的磁效应,说明电流周围存在磁场,而磁

—89—

2019年第10期               物理通报               教育技术应用



场与磁场的作用才是电流在磁场中受到安培力的根

本.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探究能产生磁场的物

体,它们相互间就可能产生力的作用,只不过磁体与

磁体之间的磁场力遵循同名相斥,异名相吸.而电流

与磁场,电流与电流之间的安培力则遵循左手定则.
探究:同向电流与反向电流的受力特点.(看实

验视频,视频截图如图6所示)

图6 平行通电直导线间的相互作用

信息技术与物理课堂教学融合4:

部分物理实验需要的条件比较高,比如同向、异

向电流相互作用,导线需要通过大电流,水银挥发有

毒,实验比较危险.
因此通过实验视频教学,解决了特殊实验现象

的展示问题,让学生能直观而安全地观察实验现象,

分析实验理论,如图7所示.

图7 通-电导线在磁场中的受力分析

设计反思:

课本本节安排,是先讨论安培力的方向,即左手

定则.后利用矢量分解讨论任意角度安培力大小的

表达式.

但是现实学习过程中,用纯理论的矢量分解对

磁感应强度进行分析,加大了学生理解的难度.一方

面磁感应强度B 的理解就比较抽象,另一方面涉及

到空间矢量分解也非常难,因此,如何展现安培力随

角度变化的关系,成为了本节课需要突破的一个难

点.

所以在本课中,利用数字化实验装置,通过计算

机的快速化采点,并用数据表格自动生成拟合图像,

就很直观地展现了安培力随角度正弦变化的关系.

信息技术与物理课堂教学的融合,根本上还是要尊

重课程本身的特点,物理是一门以实验探究自然规

律的学科,如果通过信息技术,互联网 +,大数据共

享,增强现实技术等加快对实验现象与数据的分析,

才能让物理教学如虎添翼.

ApplicationonInformationTechnologyinForceof
MagneticFieldonElectrifiedConductor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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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ARtechnologybasedonmobiledevices,virtualphysicalquantitiescanbedirectly

superimposedonexperimentaldevicepicturestodeepenstudents′understandingofexperimental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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