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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眼于仿真物理实验室软件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用具体实例分析其优点,即辅助传统教学,扩大

观察范围,创新物理实验,理解复杂情境,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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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发展是人才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
科技不仅促进了时代和文明的进步,在教育中也发

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高中物理教学不仅要教会学生物理知识,感受

科学家严谨的逻辑推理,也要引领学生新的思维观

念以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因此将信息

科学技术应用于中学物理教学势在必行.物理作为

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让学生充分理解物理实

验,爱上物理实验,创新物理实验,对高中物理教学

至关重要.因部分传统物理实验受到实验仪器的限

制,面临操作不方便,数量有限,设备老化等各种问

题,使得一线教学中很难让学生能够自己实际操作

实验.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更好地辅助物理教学,笔

者所在学校引入了 NoBook仿真物理实验室软件

(以下简称NB仿真物理),这是信息科学技术应用

于教育教学的一种创新.

NB仿真物理是一款物理教学软件,分为“电与

磁”“力学”“光学”“声学”“热学”“近代物理”“家庭电

路”“力与运动”共八大模块,每个模块中不是单纯

地演示课本中要求的现成的实验,而是提供综合性

实验室中较为完善的实验仪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

求随意组合,创建新的实验.该软件的引入极大地调

动了学生探究物理的积极性,丰富了课堂教学,已经

成为本校物理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下面笔者

将从几个方面深入分析NB仿真物理在高中物理教

学中的优势之处.

1 辅助传统实验

传统物理实验,由于实验仪器的限制,不能随意

更换物理参数,不便于学生更深入探究某些规律.而

NB仿真实验中每一个装置都能更改设置物理参

数,选择范围很广,能满足探究的各类要求.
例如,在电学实验中,通常应用滑动变阻器来调

节和保护电路,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方式有限流

接法和分压接法,两种接法对滑动变阻器的要求不

同.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学生通常对分压接法中滑

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要小于待测电阻这一要求难以

理解.因此,在教学中,直接运用NB仿真实验软件

设计一个分压接法电路实验,如图1所示.

图1 NB仿真物理软件界面演示分压电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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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栏中选择相关仪器,连接一个基本分压

电路,定值电阻阻值为20Ω,另有滑动变阻器可在

设置框中调节最大阻值(5Ω,10Ω,20Ω,50Ω,200

Ω,1000Ω).实验时,闭合开关,将滑动变阻器滑片

位置从10%,20%,30%等依次调节到90%,结果可

直接填在表格上,最后将结果用图像表示出来,如图

2所示.

图2 定值电阻两端电压与滑片位置变化关系

经过以上分析,学生能很清楚地认识到滑动变

阻器阻值小于待测电阻时,电压调节的线性度更好.

学生也可在课下自己重新选择设备,重新进行实验,

非常安全且方便.

2 扩大观察范围

物理是研究物质一般运动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

的学科,从低速宏观环境到高速微观环境,大到宇

宙,小到基本粒子都在研究范畴之内.而因此在学习

过程中有很多现象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观测到,

理解起来就更困难了.一般高中实验设备较为简陋,

难以满足教学阶段的所有需求.这时可以借助 NB

仿真物理实验观察现象,使学生有直观感受,加深理

解.

例如,在学习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这一内容时,

充分理解α粒子散射实验至关重要.打开NB仿真物

理实验软件,在“近代物理”模块找到该实验仪器

(图3),实验中既可以观察到该仪器内部结构,也可

以观察放大镜置于不同角度处粒子的散射轨迹以及

该方向散射的粒子数,现象非常清晰明了.

图3 仿真物理实验界面演示α粒子散射实验

3 创新物理实验

在物理教学中,除了完成教科书中涉及的内容,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物理知识和方法,也非常鼓励学

生创新,对感兴趣的部分继续深入思考研究,以此获

得新的发现.因此教师应鼓励学生多做实验,甚至发

掘新的实验.但是有的物理仪器对实验要求较高,或

者较为昂贵,或者存在危险性,并不适合借给学生自

行研究,这时,就可以鼓励学生使用NB仿真物理软

件,里面有大量充足的实验仪器任其组合并使用,并

且对于实验中操作不规范的地方,例如实验仪器超

过量程等都会显示警告,学生也不用担心会损坏仪

器.

4 理解复杂情境

NB仿真物理软件除了可以完成物理实验以

外,也可以对学生在做题时遇到的复杂情境进行还

原,以使学生更直观形象地观察物体的运动,帮助理

解题目,进行正确求解.

例如,在学习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这一节

时,学生对于单个粒子的运动轨迹能自行分析出来,

但对于相同粒子以相同速率沿不同方向射入匀强磁

场的轨迹理解就存在一定的困难,这时可利用 NB

仿真物理软件“力与运动”这一模块提供的环境和

元件按照题目中给出的条件进行设置,即可演示出

多个粒子的运动轨迹(图4),使学生能够直观感受,

便于更好地理解题目,从而总结规律,找到求解问题

的方法.

(下转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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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广播电视是靠什么传播信息的呢? ”激光是

电磁波,是一种可见的电磁波,而广播电视可能是利

用看不见的电磁波加载传播信息的.启发学生经历

比较、类比的推理过程,得出科学的猜想.进一步引

导学生思考“怎么证明广播电视是利用电磁波传播

信息的呢? ”为学生提供如何屏蔽电磁波的阅读材

料,设计如何屏蔽广播电视信号的实验方案.将一个

正在工作的收音机放在一个不锈钢碗里,然后用另

一个铁碗盖住,发现收音机的信号被屏蔽了.这个过

程学生利用生活用品,进行一个简单的实验方案创

新,获取广播电视信号是可以被金属导体屏蔽的证

据,结合学生对“电磁波可以利用导体屏蔽”的已有

认识,从而得出广播电视就是利用电磁波加载和传

播信息;这也是在已有认识和已有证据的基础上,经
过分析、比较、演绎、类比和归纳后获取新认识的思

维过程.

4 实验材料创新 促质疑与创新思维发展

质疑创新是基于事实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同观

点和结论提出质疑和批判,进行检验和修正,进而提

出创造性见解的思维.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验材料

以激发学生对已有结论提出有依据的质疑,并采用

不同方式分析解决问题,促进学生质疑创新思维的

发展,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如在学生进行收音机信号屏蔽的实验之后,提

出质疑“屏蔽的不一定是电磁波,可能是因为你隔开

空气导致信号中断的”,针对问题为学生提供塑料碗

和带有孔的不锈钢菜篮代替铁碗进行实验,让学生

自行发现开孔的不锈钢菜篮也能屏蔽收音机信号,

而密封的塑料碗不能,进而得到“收音机的信号屏蔽

不是因为碗隔开空气导致的”的观点.又如在介绍

卫星通信的中继站时,有学生提出疑问“电磁波可以

传播无限远,为什么需要中继站”,这时教师利用上

课用的无线扬声器给学生实验,逐渐增加无线麦克

风与扬声器的距离,让学生获取“随着距离的增加扬

声器接收到的电磁波变弱”的感性材料,从而认识

中继站在通信中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5 结束语

总之,物理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针对实验装

置短缺、实验效果不明显、实验类型不合理等实验内

容时,教师可以尝试优化实验教学方案、创新制作实

验装置、放大实验效果显示器等实验创新的方法来

提升实验效果,有利于学生获取直观形象的证据进

行科学推理、论证和模型的建构,在获取新知识的同

时也促进了科学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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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仿真物理实验界面演示多粒子运动轨迹

上述分析,列举了将仿真物理实验软件应用到

中学物理教学的几大优势,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究兴

趣,加强直观感受,提高教学效率.当然,它的作用不

仅限于此,值得继续研究发掘.但也需注意的是,仿
真物理实验软件只是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但是不

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并不能将传统实验完

全摒弃,有条件的学校应该形成“传统实验 + 仿真

实验”相结合的有效教学模式,从而进行更优质的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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