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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一个物理概念的微课教学为例,阐述概念教学的目的,不仅要让学生明白物理道理,深化对物理知识

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激发学习兴趣,感悟学科方法,培养学科思维,铸就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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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时代背景下,教研活动出现微型化特征,如
近些年在教学评比和教师招考的面试考核中,出现

了一种新的无生上课形式,其时间被压缩在10min
以内,七八分钟左右,这种微缩版的无生上课形式,

较其他教研形式机动灵活,因能容纳多人参加且短

平快而受到青睐.时间短了,上课的内容就进行了调

整,授课内容不再是教材的完整一课时内容,而是就

一个知识点进行无生上课,如教授一节中的一个知

识点,或就一个习题进行教学.有教师理解成“微课”

应该是恰当的.笔者参加了某区以这种形式组织的

一次教师招考活动的命题和面试考核工作.
面试课题:试对“什么是惯性”进行教学(之前

的题目曾拟为:“什么是惯性”知识点如何组织教

学? 这一表述是有问题的,容易被考生理解成说课

要求).
评审要点:(1)从牛顿第一定律入手发现物体

具有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不变的性

质,称为惯性.
(2)通过实验(或例举事例)说明运动(静止)的

物体具有惯性.
(3)一切物体都具有惯性,惯性大小只与物体

的质量有关.
惯性是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也是初中

学生较早接触到的物理现象,而且这一概念比较抽

象晦涩,教师组织教学和学生内化理解都是难点.此
部分的教学有两个要点,一是什么是惯性,二是惯性

大小与什么有关.选择这一课题,不光能看出教师能

不能较好地突破这些难点,而且也能看出教师对惯

性概念本身的理解水平.因而课题具有一定的区分

度,作为选拔性考试的面试课题是非常合适的.
本次面试,笔者倾听了8位物理教师就这一知

识点进行无生上课,现将面试过程中的一些感受整

理如下.

1 物理贵在一个“理”

重现象轻理论,是几位教师在这节面试课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本知识的引入,8位教师有6位都是

通过坐公交车的体验来告诉学生什么是惯性现象,

这样的引入,从生活走向物理,从趣味性到知识点的

植入,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物体会具有惯

性呢,这6位教师却都绕开了.没有理论支撑,只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的知识是教师强加给学

生的,不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内化,更无法做到对知

识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这样的教学组织与素质

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驰.
从知识生成的角度说,人们对于惯性的认识有

赖于牛顿第一定律(又称为惯性定律),惯性概念是

建立在牛顿第一定律基础上,从牛顿第一定律这一

规律中看出,物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即
运动状态保持不变)时是不需要外力的.不需要外

力即可以做到的,应该属于物体本身的自发行为,即
本身具有的性质.所以,每个物体都有这种性质,它
是一种惰性,是希望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不变的性

质(直到有外力来改变这种运动状态为止).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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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惰性命名为“惯性”.
由惯性定律建立了惯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再从

理论回到具体的现象,通过演示实验或例举生活实

例来认识生活中的惯性现象,帮助学生理解惯性是

怎么回事.这样处理教材,让惯性概念“落地生根”,

让惯性知识变得鲜活立体起来,加深了对惯性概念

的理解.实验或举例的过程中,要就静止物体和运动

的物体都具有惯性分别举例,让学生对惯性现象建

立全面的认识,知道不光运动的物体有惯性,而且静

止的物体也有惯性,所谓“静者恒静、动者恒动”.
调整之后,在惯性现象的教学中,体现了理性思

维和实验现象相结合的研究思想,这恰恰是人类发

现自然、深化认识的常用手段.知识和思想并举,方
法和能力并进,是落实新课程目标,培养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的重要任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们

知道了牛顿第一定律,并从中发现物体具有惯性,但
是为什么物体会有惯性,至今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

事实,被称作现今“科学界10个未解之谜”.这恰恰

是科学发展的魅力所在.

2 让“理”有据可循

“惯性大小”如何教学? 有两个问题不容回避:

一是惯性的大小为什么与物体的运动速度无关,二
是惯性的大小为什么与物体的质量有关.惯性大小

为什么与速度无关,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归谬法轻松

解决,假设有关,即物体速度越大惯性越大,速度越

小惯性越小,那静止的物体就没有惯性了,而事实上

静止的物体同样具有惯性,由此可见惯性大小与物

体的速度大小是无关的.以己之矛,攻己之盾,难点

迎刃而解,学生在学习到知识的同时,还接受了方法

论和物理思想的熏陶,这样的学习过程让物理课堂

生机盎然,充满了趣味和哲理.
为什么惯性大小与物体的质量有关? 如何能让

学生心悦诚服,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认识呢? 几位

教师的教法大体是,用大货车与小轿车在刹车时停

下所需要的时间不同,来说明质量大的物体惯性大.
这里惯性表现为外力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难易程

度,所以这样的例子是有道理的,但似乎又不严谨,

因为大货车和小轿车在刹车时受到的摩擦力大小是

不同的.
在高中后续的学习中知道,运动状态改变可用

加速度来描述,根据牛顿第二定律F=ma,加速度a=
F
m
,在同样的外力F 作用下,则可以看出,质量大的

物体加速度a小,即运动状态较难改变,质量小的物

体加速度a大,即运动状态较容易改变.所以,惯性

的量度就是质量,质量大的物体不容易发生运动状

态改变,故其惯性大,质量小的物体容易发生运动状

态改变,故其惯性小.而在初中学习阶段,如何让学

生比较自然地接受惯性大小与质量有关的事实,有
位教师描述的现象比较生动 ——— 大货车行驶中有

“三慢”:起步慢、刹车慢、拐弯慢,这里的起步、刹车、

拐弯都是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而且比较有代

表性),说明质量越大的物体保持运动状态不变的性

质(惯性)越强,外力改变物体运动状态越困难.
不过有学生举例:速度较快的汽车比速度较慢

的汽车刹车时间要长,来证明惯性大小也与速度有

关,这可怎么跟他(初中学生)解释? 这位学生善于

举一反三,说得还挺有道理.尝试这样解释可行,汽
车在速度较快时刹车停下与速度较慢时刹车停下,

前者速度的改变量较大,花费的时间也多些,其实在

单位时间里的改变量(即加速度)没有区别.在高中

学习中,可以用a=v-v0
t

来进行量化说明.

3 让概念的例题“平易近人”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所学的知识必须要放

在具体的情境中去分析、应用,才能被深化和理解,

才能将新知识纳入到自己已有的知识网络体系中

去,与既有的观念和认识融为一体.在惯性知识点的

教学中,几位教师都设置了例题教学,下面是不同的

教师选择的一些例题.
【例1】如图1所示,油罐车刹车时,气泡向哪个

方向运动?

图1 例1题图

【例2】人踩到西瓜皮为什么向后倒,跘到石头

为什么向前倒?
(下转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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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快的“温度计”除了液体会受热膨胀,还有什么

也会受热膨胀? 这样学生想到还有气体受热也膨

胀,而且相对液体来说,膨胀得更多,但由于吸管插

入液体中了,气体的膨胀又压迫了液体,于是液体就

被挤上去了.教师抓住机会给学生介绍了世界上第

一支伽利略气体温度计,讲完后紧接着提出:这个上

升快的“温度计”很灵敏,但现在为什么不用了? 教

师顺势演示了将该温度计放入透明的塑料瓶中盖

紧,然后挤压瓶子,学生迅速看到温度计里的液柱在

下降.教师不用解释,学生便可以分析到大气压对该

温度计有影响.接下来教师又准备了两个烧杯,里面

有正在融化的冰块(从保温杯先后相隔5min倒

出),一个快融化完,一个才刚开始融化.教师提出:

这两个烧杯中液体的温度谁更低? 结果温度计放进

去测得是一样的如图8(c)、(d)所示,这也就解决了课

前视频中提出摄氏温标的关于零摄氏度的来历问题.

(a)          (b)

(c)          (d)

图8 八年级物理“物质的三态 温度的测量”教学设计实验装置图

3 总结

“知识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翻转课堂”

的课前通过学生观看视频,完成自学任务单,解决的

是知识获得问题,而课堂上我们就需要解决知识应

用问题,因此就需要教师设置真实情境的微项目.由

于物理学科特点,我们运用取自生活的物品设计实

验重温规律的获得;分析解决物理原始问题提高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分析现有商品和制作产品

培养学生知识创新能力.所以,翻转课堂中课堂知识

内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设置的“微项目”

质量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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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0页)
【例3】如图2所示,A是用绳拴在车厢底部的氢

气球,B 是用绳挂在车厢顶部的金属球,开始时它们

和车厢一起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若突然刹车使车

厢做匀减速运动,则下列图中能正确表示刹车期间

车内情况的是(  )

图2 例3题图

在关于惯性知识的习题教学中,这几位教师选

择的例题难度过大,虽然题目很好,甚至是非常经

典,但是作为新课教学阶段的例题如果难度偏大,很
显然脱离了学生的学习水平,违背了循序渐进的原

则,于新课教学无益,还会挫伤学生的自信心.饭要

一口一口地吃,学习知识要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教
学切忌贪多求全,须知最好的未必就是最合适的,新
课教学中的例题尤其如此.

正确理解物理概念是学好物理的基础,概念教

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概念教学,不仅

让学生明白物理道理,深化对物理知识的认识,更重

要的是感悟到学科方法,培养学科思维,铸就核心素

养,使学生能从容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要求,这才是

物理教学的真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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