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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动能定理部分为例,采用对比研究法,从例题题干、图文呈现、设计意图、情境创设等方面分析了新粤

教版、新人教版以及旧人教版的例题特点,在此基础上得到物理教学中例题选取以及例题教学的一些建议,期望一

线教师能从中得到物理例题教学的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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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例题教学是物理课堂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教师通过对解决物理例题的示范,使学生初步掌握

物理问题解决的方法,从而对物理本质有更深刻的

理解.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学生在学习物理例

题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新学的物理概念和规

律得到认知上的更新,从而促进学生的理解.物理例

题的学习,为学生提供物理问题解决的“脚手架”,引

导学生理解物理学的本质,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是培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

之一.随着《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

实行,各版本物理教材编写了新的版本,不同版本的

物理教材在例题设置方面呈现了不同的特点.

1 旧人教版例题分析

旧人教版教材的动能定理部分设置了两道例

题.“例题1”的情景是喷气式飞机的滑跑过程,飞机

的初速度v0 为零,题干中给出了飞机的质量m,受

到的阻力f,滑行距离l以及末速度v,求解飞机受到

的牵引力.

图1 旧人教版例题1

在上述“例题1”中,只存在一个未知量,即飞机

的牵引力.学生在明确飞机滑跑过程的做功情况以

及初末速度之后,将其相应地代入动能定理的表达

式中即可求解.本例题涉及的过程单一、未知量单

一、各力做功情况明确,属于对动能定理的初步应

用,对于初学者具有较好的启发意义.但同时也存在

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1)在图文呈现方面,题干中描述的是飞机的

滑跑过程,但是图片上呈现的却是飞机滑跑后已经

起飞的情景,图文不对应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

正确的物理模型,甚至会误导学生.
(2)题干中要求求解的是“飞机受到的牵引

力”,但是在解题示例中只求得了牵引力的大小,没

有对牵引力的方向进行说明,忽略了力的矢量性.
(3)飞机滑跑过程中的牵引力应是变力,本题

通过动能定理求得的牵引力是平均值,例题中并未

进行说明,部分学生容易误以为是恒力,不符合实际

情况.
综上所述,本例题对一些细节处理得并不完善.
旧人教版教材中“例题2”的情景是汽车关闭发

动机后的滑行过程,从题干中可得到汽车的质量m,

汽车的初速度v0,滑行距离l以及汽车末速度为零,

求解汽车受到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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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旧人教版例题2

联系本节教材的逻辑结构可以发现,本例题的

设计意图是说明用动能定理解决合外力对物体做负

功的情况.对比“例题1”与“例题2”我们不难发现,

两道例题的相似程度高:题干中直接给出的条件相

似,待求解的物理量相似,做功的情况相似,物理过

程过于单一,学生在解决“例题2”时只需模仿“例题

1”将相关的物理量进行替换即能够顺利求解,不能

充分发挥设置两道例题的价值.在完成两道例题时,

部分学生容易忽略对物理过程的分析,甚至容易养

成“套公式”的思维模式,不利于学生科学思维的发

展.
比较分析以上两道例题,旧人教版动能定理部

分的例题题型单一,对学生缺乏实质层面的启发性.

2 新人教版例题分析

新人教版中的“例题1”沿用了旧人教版中的

“例题1”的形式,并且做了细节上的完善,题干中的

描述更加严谨,插图部分也与题干中飞机的滑跑过

程相对应,插图中清晰地标注了飞机的受力、位移、

速度方向等,对于物理过程在学生脑海中的表征有

良好的引导作用.

图3 新人教版例题1

新人教版中“例题2”的情景为两个人在工地中

“打夯”,重物运动的物理过程可以分为4个部分:

(1)在两个人施力以及重力的作用下向上做匀

加速直线运动;

(2)两个人停止施力后在重力作用下向上做匀

减速直线运动;

(3)重物到达最高点后做自由落体运动;

(4)重物到达地面后在阻力与重力的作用下减

速至零.

图4 新人教版例题2

相对而言,“例题2”比“例题1”面临的物理过

程更加复杂,学生需要将题干中的对象和过程转换

成物理模型.教材中的分析部分将题干中的对象与

过程转换成相应的物理模型,在示意图中清晰地做

出了受力分析,并且4个状态是置于同一水平面上,

其位移情况一目了然,将“静态”的语言描述转换成

“动态”的物理过程,通过将题中信息的表征形式进

行转化,能帮助学生找到最适合问题的表征形式[1].
从而提高学生物理模型的建构能力.

图5 新人教版例题2的物理模型

对于初学者,解决“例题2”的复杂性还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力的方向不在同一方向上,需要进一步的

合成或分解.
(2)需要选取恰当的物理过程才能够应用动能

定理进行求解,“套公式”的解题方式将不再“得

逞”.
(3)重力做功属于隐藏条件,需要学生自主挖

掘.
相对于旧人教版而言,新人教版中的两道例题

基于“最近发展区”,在学生初步掌握动能定理应用

的基础上,通过类比推理,将新目标情境中的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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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学过的基础情境问题相比较,依据两者中部分

属性的相同为前提,推出目标问题中的其他属性[2].
另外,两道例题的情境创设分别从社会、生产出

发,有利于学生认识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的关

系,认识物理学对于前沿技术以及生活生产的重要

应用.

3 新粤教版例题分析

在新粤教版物理教材中共设置了一道例题,题

干中的情境为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求汽车的安

全距离.

图6 新粤教版例题

本例题以学生生活中常见的汽车行驶为出发点

进行设计,其中还考虑到司机的反应时间,与实际情

境密切结合.题目中设置了汽车刹车前通过的位移,

需要学生从题干中提取有效信息,并且对其进行整

合、加工与处理,从而得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从新粤教版整个动能定理的应用部分来看,在

例题前面教材还对动能定理在战斗机、滑梯以及行

驶汽车的安全距离等实际问题中的应用给出了文字

描述,涉及的方面十分丰富且广泛.在例题后面,教

材还有一个栏目是“实践与拓展”,引导学生通过查

阅资料或走访有关部门,搜集汽车制动距离与车速

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整个动能定理的应用部分存

在一条线索是“制动安全距离”,设计意图是引导物

理教学的关注点从习题训练转换到实际问题的解

决.根据自组织转变理论,科学教育过程是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完成对教学内容掌握的同时其认知系统从

被组织向自组织转变的过程[3].通过多种教学形式

相结合,能够促进学生自组织转变的进行,有效培养

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4 对教师例题选取与教学的启示

由于教材的篇幅有限,在每一个知识点都设置

相应的例题并不现实,教师通常需要结合本班学生

的情况以及实际教学需要选择例题.通过3版本教

材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教师在新课教学中所选例

题应当参考以下几个条件为宜.
(1)例题应与该节课所学内容紧密结合,避免

涉及与本节学习内容无关的知识.认知负荷理论指

出,例题通过分离和解析题目中的信息,以减少学生

学习过程中与问题解决策略无关的认知负荷.避免

涉及无关的知识点,能够让学生将注意力更好地集

中在本节课所学内容上.
(2)例题应该将已知条件清晰地告知学生,减

少在已知条件上给学生设置障碍.这能够帮助学生

将认知负荷控制在工作记忆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而不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条件上给学生增加额外的

障碍.
(3)例题中物理过程应当独立且清晰,每个物

理过程应当只有一个未知量,未知量的求解应是唯

一的,避免冗杂的计算过程,避免涉及分类讨论的情

况,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思维

障碍.
(4)例题的选择要有一定的难度梯度,基于学

生的“最近发展区”,从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出发,所

选择或设计的例题要有代表性与启发性.
学生作为初学者,教师在物理课堂中对例题的

分析与解题形成的示范效应尤为关键,在示范过程

中,教师应当注重对物理过程的分析,引导学生从题

干中抽象出物理模型,向学生展示对于信息完整的

判断、选择、处理、分析的过程,从而认识到科学的本

质[4].另外,板书过程应当与分析过程相对应,将有

助于保留学生对于教师分析过程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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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necessarytoinfiltratepatriotismeducationinphysicsteaching.ThehistoryofChinesephysics

hasitsownuniqueconditionsinpatriotismeducation.Accordingtothetimesequenceandhistoricalmaterials,this

paperanalyzesthepatriotismeducationvalueofChinesephysicshistory,suchas"arousingnationalpride",

"cultivatingsocialresponsibility","takingrootinYanhuangcomplex",andputsforwardtheteachingsuggestions

ofusingChinesephysicshistorytopermeatepatriotismeducationfromtwoanglesofclassroomteachingand

extracurricular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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