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物理运动观念的内涵分析及培养策略研究*

胡家光
(文山学院信息科学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99)

马显留
(文山市第一初级中学  云南 文山  663099)

(收稿日期:2020 07 29)

摘 要:阐述了初中物理中由运动概念向运动观念转变的过程,对运动观念的定义和表现进行了分析.基于初

中物理课程标准,将运动观念分解为运动的属性观、运动的描述观、运动的形式观和运动的规律观4个子观念,对每

个子观念的内涵及教学策略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通过创设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构建学生运动观念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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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运动观念是中学物理核心素养之物理观念的重

要组成部分[1].关于高中物理运动观念的研究,理论

体系已经趋于成熟[2~5],但对于初中物理核心素养

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很多初中物理教师不

能透彻理解初中物理运动观念的内涵,在教学中很

难落实核心素养的要求.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初中

物理运动观念的内涵进行分析,并提出构建教师及

学生运动观念的新思想.

2 从运动概念到运动观念

运动的概念首先属于哲学范畴,定义为:宇宙中

一切事物的变化和过程[6].古人提出运动这个概念,

是对生活中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各种事物位置变化

的抽象,从心理学上讲,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

可以抓住共同特征来对事物进行归纳和抽象.从宇

宙的膨胀,遍布到日常生活,再小到微观世界,运动

无处不在.运动遵循着特定的规律,时间和空间是运

动的存在形式,而对运动规律的辨析以及对时间和

空间的讨论又回到了许多物理问题研究的起点.这
些概念或理论自己构成了一个纯人工的、巧妙的圈

套,层层嵌套,相互关联,对现实生活现象准确无误

地描述和计算成了它们应当继续发展下去的理

由[5].最终,物理学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用

与运动有关的守恒思想来统一描述,并得出了“运动

是绝对的”结论,大大刷新了人类对运动的认识,对
运动的理解也从概念上升到了观念层次.

可以借鉴物理观念的定义[1],将运动观念定义

为对运动相关概念及规律等在头脑中的提炼与升

华,是关于运动的研究对象、过程、方法和结果在学

生头脑中整体的、概括的反映.初中物理运动观念可

以从运动的属性、运动的描述、运动的形式和运动的

规律4个层面进行构建.

3 运动观念的内涵及培养策略

3.1 运动的属性观

内涵:(1)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与质量、硬
度、弹性等属性相似),运动是绝对的,但机械运动可

以是相对的,运动与物质不可分割;(2)静止是物质

运动的特殊状态,是相对的,有两种形式;(3)静止

是认识区分事物的基础,运动打破静止使事物向前

发展,运动与静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
培养策略:运动的属性观极为抽象,在教学中,

应结合大量鲜活生动的生活案例,将诗歌、神话、成
语、谚语、科学历史等趣味元素融入课堂,并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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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及活动为主进行教学,在轻松快乐的环境中让

学生感受和思考运动属性观的内涵.同时,在中考第

一轮复习阶段,通过创设“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的

方式帮助学生构建观念,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运动的属性观念构建的

  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

内涵 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

(1)

 ① 物质为什么一定要有运动属性? (用物
质与运动的关系来解释)
 ② 物质的运动是否会停止? (用物质与运
动的关系来解释)
 ③ 物质运动的能量来源于哪里? (用能量
来源观解释)
 ④ 运动的“绝对”和“相对”如何理解?
(讨论)
 ⑤ 时间、空间与运动的关系? (网络查询
及讨论:持续性、顺序性、广延性)
 ⑥ 是物质离不开运动,还是运动离不开物
质? (讨论)
 ⑦ 磁场是物质,恒稳磁场是静止的吗?
(用磁场的知识解释、讨论)

(2)

 ⑧ 为什么静止不能是绝对的? (讨论)
 ⑨ 静止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讨论)
 ⑩ 如何理解“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讨
论)
 ○11列举相对静止的应用.(讨论)

(3)

 ○12为什么静止是认识区分事物的基础?
(用物质的运动属性解释,网络查询及讨论)
 ○13运动与静止如何转变? (讨论)
 ○14运动就是变化,对吗? (讨论)

3.2 运动的形式观

内涵:(1)初中物理学领域的运动形式主要有

机械运动和微观运动两种形式,轻度涉及电磁运动;
(2)初中物理中机械运动的形式有平动和振动,根
据运动路线可以分为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在不同

形式的运动中,匀速及变速直线运动是类别最简单

的机械运动;(3)微观运动的形式以分子热运动为

主,轻度涉及原子运动以及其他粒子的运动.
培养策略:教学中引入大量的生活案例和微观

运动的视频.教学的难点在于辨析机械运动与分子

热运动的异同,分子热运动除了具有机械运动的属

性成份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对匀速及变速直线运动

的教学,关键是要让学生自己探究并掌握运动的特

征,理解“变速”的物理意义.此外,结合本原性综合

问题情境进行探究教学,如表2所示.

表2 基于运动的形式观念构建的

  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

内涵 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

(1)

 ① 运动的形式除了机械运动和微观运动
外,生活中还有没有其他形式的运动? (讨
论,将思维扩展到物理学以外)
 ② 机械运动中的“机械”如何理解? (讨论)
 ③微观运动中的“微观”如何理解? (网络
查询及讨论)
 ④ 不同形式的运动本质上有区别吗? (用
运动的属性观来解释)
 ⑤ 声、光、磁的运动有什么不同? (讨论)
 ⑥ 磁场是物质,恒稳磁场是运动的吗?
(用磁场的知识解释、讨论)

(2)

 ⑦ 机械运动中除了有平动和振动,是否还
有其他运动? (结合生活进行想象、讨论)
 ⑧ 直线运动与曲线运动在什么情况下可
以近似等同? (思考及讨论)
 ⑨变速运动中的“变速”如何理解? (思考
及讨论)
 ⑩ 什么情况下的变速运动最容易处理及计
算? (通过变速运动的定义及特征来分析)

(3)

 ○11分子“永不停息的做无规则运动”的物
理本质是什么? (网络查询与分析)
 ○12分子之间的空隙能否因为分子的运动
而消失或者变大? (用分子力来分析)
 ○13分析布朗运动和扩散现象的异同? (用
两者的物理本质解释)
 ○14空气受到重力,为什么不会整体落在地
面上? (用分子力来解释)
 ○15如何判断某一现象是机械运动还是扩
散现象? (用扩散的本质来解释)

3.3 运动的描述观

内涵:(1)机械运动中描述运动的基本量有长度

(路程)、时刻、时间间隔及位置等,物体是运动还是静

止需要通过参照物来确定,直线运动的快慢和方向通

过(平均)速度来描述;(2)分子热运动的激烈程度用

温度来描述;(3)声音是机械振动的传播,用声速、频
率、振幅、分贝来描述,电荷的运动用电流来描述,光
的运动用光线和光速来描述,磁场用磁感线描述.

培养策略:对于运动描述的教学,重点在于核心

概念的辨析.对于长度及时间的测量重在讲授与训

练,并学会误差的分析和处理方法;对于参照物重在

联系生活实际;对于速度重在呈现速度概念的引入

背景,通过生活实例解释物理意义;对于温度的概念

则建议通过视频展示温度与分子热运动的关系,讲
授温度计的原理,强化训练温度的测量技术;声音振

动的教学,需要结合生活实际,利用比较法、类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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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法、理想化思维方法、实验探究、阅读以及丰富

的实践等方式进行;电流的概念要利用类比法及铭

牌观察法进行教学;光线与磁感线都是假想出来的,
对于光线概念建议结合光学发展史,通过游戏以及

实验探究的方式与光的直线传播定律一同引入;对
于光速需要与其测量史结合教学;对于磁感线的概

念需要与磁体周围铁屑的分布实验结合,并在教学

中渗透类比法、转化法、理想模型法等科学思维方

法.此外,创设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进行理论探究教

学,如表3所示.
表3 基于运动的描述观念构建的

  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

内涵 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

(1)

 ① 用已学过的数学与物理知识分析芝诺
悖论的追乌龟问题.(网络查询与讨论)
 ② 时间间隔、位置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分析讨论)
 ③ 在直线运动中,如何表示物体的位置?
(借助一维坐标表示)
 ④ 能将研究的物体选作参照物吗? (用参
照物的概念和内涵来解释)
 ⑤ 分别将地球和地面选作参照物有何不
同? (用参照物的概念和内涵来解释)
 ⑥ 速度 为 什 么 可 以 表 示 物 体 运 动 的 快
慢? (用速度概念的引入背景来解释)

(2)

 ⑦ 温度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哪些量与温度
有关? (分析讨论)
 ⑧ 温度、热量、内能的区别与联系是什
么? (分析讨论)
 ⑨ 温度与分子运动之间谁是因,谁是果
呢? (温度是人造概念)

(3)

 ⑩ 一切能机械振动的物体都是声源? (用
声源的定义解释)
 ○11声源与声波可以独立存在? (用声波及
声波的定义解释)
 ○12音调、响度、音色是声音的特性还是属
性? (用特性与属性的概念解释)
 ○13声、电、光、磁的运动有何不一样? (分析
讨论)
 ○14光线与磁感线都是假想的,如何理解其
合理性? (分析讨论)

3.4 运动的规律观

物质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应的规律,表现为:(1)
匀速直线运动规律、变速直线运动规律、牛顿第一定

律、声的振动与传播规律、分子的热运动规律;(2)
光的直线传播定律、反射定律、折射定律、色散规律、
平面镜及薄透镜成像规律、电荷及电流的运动规律、
磁场的规律.

培养策略:此部分规律较多,对于规律教学,已
经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及方法,在此仅介绍创设的本

原性综合问题情境,如表4所示.
表4 基于运动的规律观念构建的

  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

内涵 本原性综合问题情境

(1)

 ① 生活中什么样的运动能近似看成匀速
直线运动? (分析讨论)
 ② 惯性与力的区别? 物体惯性与外力作
用的辩证关系? 惯性与速度的关系? (分
析、对比、讨论)
 ③ 声速在不同介质中数值不同的原因?
(网络查询)
 ④ 振动的物体是否一定发声? (讨论)
 ⑤ 如何理解分子热运动中的“无规则”?
分子力的来源是什么? (分析讨论)

(2)

 ⑥ 光线沿直线传播的“均匀介质”是什
么? (分析)
 ⑦ 照镜子时为何能看清像,却感觉不到镜
面? (用两种反射的知识分析)
 ⑧“入射角”等于“反射角”,对吗? (用因
果关系分析)
 ⑨ 为何人离平面镜越远像越小? (用视角
分析)
 ⑩折射角不等于入射角的原因? (分析讨论)
 ○11物体的颜色如何展现出来? (用光的颜
色来分析)
 ○12透镜为什么能成像? 小孔成像和透镜成
像的本质区别? (分析讨论)
 ○13导线中电荷量越多,是否意味着电荷运
动速度越快? 如何增大电荷量? (分析讨论)
 ○14磁场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 (网络查询
分析)

4 结束语

运动观念是初中物理观念构建的重点与难点,
教师必须超越对具体知识的教学,首先从本文分析

的4个层面构建起基于教师主体的运动观念,打通

物理知识与运动观念之间的关系,才能在教学中以

知识为载体,在不同的阶段通过创设本原性综合问

题情境,引导学生通过高水平的思维和学习活动,学
会从运动的视角来分析相关的物理现象与问题,从
而落实核心素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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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研究力与运动的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

要.这样既可以促进学生透彻理解知识,更可以让学

生意识到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4.3 新知识与旧经验的矛盾

学生学习新知识后,有时新知识会与原有经验

之间存在矛盾.利用这种矛盾创设认知冲突可以激

发学生求知欲,引发学生新学习需要,可以帮助学生

构建新知识.教学中利用矛盾、解释矛盾可以升华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可以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发现新

问题,从而实现对学生提问能力的培养.
在“牛顿第一定律”教学中,学生学习了牛顿第

一定律的内容后,已经清楚了物体在不受力时总保

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物体的运动不需要

力来维持.而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中存在大量“推
就动,不推就不动”的情境,如何解释这一矛盾? 提

出新问题:为何运动的物体撤去推力后运动一段距

离后就会停下来?

4.4 对新知识价值的思考与拓展

新知识的学习学生理解还不到位,还存在疑问、
困惑.让学生说出对新知识的疑惑之处,并引导学生

对新知识的价值进行思考与拓展,这可以强化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促使学生更准确理解知识,理清矛

盾,化解认知冲突.
在“牛顿第一定律”的教学中,得到的新知识

(牛顿第一定律)告诉学生物体不受力时的运动状

态,然而实际中不受力的物体是不存在的.利用这一

矛盾可以引导学生质疑,然后提出问题:不受力的物

体不存在,那么牛顿第一定律还有实际价值吗? 解

决质疑问题之后,进一步拓展:物体不受力保持静止

或者匀速直线运动,受力后物体将会如何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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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nnotationAnalysisand
TrainingStrategiesofMovementIdeainJuniorMiddleSchool

HuJiaguang
(SchoolofInformationScience,WenshanUniversity,Wenshan,Yunnan 663099)

MaXianliu
(WenshanFirstJuniorMiddleSchool,Wenshan,Yunnan 663099)

Abstract:Thispaperexpoundstheprocessofchangingfrommovementconcepttomovementideainjuniormiddle
schoolphysics,andanalyzesthedefinitionandexpressionofmovementidea.Basedonthephysicscurriculumstandardof

juniormiddleschool,themovementideaisdividedintofoursub conceptions:theattributeviewofmovement,the
descriptiveviewofmovement,theformalviewofmovement,thephysicallawofmovement.Theconnotationandtraining
strategiesofeachsub conceptionarediscussedindetail,andtheassumptionofconstructingstudents'movementideaby
creatingtheoriginalcomprehensiveproblemsituationisputforward.

Keywords:coreliteracyofphysics;movementidea;originalcomprehensiveproblem;juniormiddleschool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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