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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教材“抛体运动”一章内容,依据“着重体现学科本质和突出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课程理念,注重科

学思想形成过程,注重科学方法渗透,知识线索更加清晰、知识结构趋于完整、知识逻辑呈现连贯,有利于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也更加有利于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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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
下简称《新课标》)所提出的“注重体现物理学科本

质,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1]课程理念,人教版普

通高中教科书《物理·必修》第二册(2019年6月第

1版,以下简称“新教材”)将原普通高中实验教科书

《物理·必修2》(以下称“旧教材”)第五章“曲线运

动”的内容,重新编排并拆分为“抛体运动”与“圆周

运动”两章内容.这一变化,对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

学都起到了哪些积极效果呢?
本文从新教材在“抛体运动”部分的内容与旧教

材对比研究,以及新教材中对该部分内容重新优化

编排后的剖析,简述新教材在落实《新课标》课程理

念所起到的效果,以期为教师研究新教材、用好新教

材和创新新教材提供些许参考.

1 突出体现《新课标》课程目标所提出的课程理念

  新教材所编排的“抛体运动”一章内容,从“注重

体现物理学科本质、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课程目

标的视角一气呵成:通过实验建构曲线运动的物理

观念→通过实验建构将复杂运动分解为简单运动的

物理思想和方法→通过实验探究平抛运动特点的科

学探究 →应用运动合成与分解的思想方法建构“平
抛运动”模型,同时,整章内容在“问题情境引入、概
念建立和规律应用、实例分析、节后和章末练习和习

题”等多个方面始终渗透科学态度与责任,凸显学科

育人的价值.

2 突出物理结论形成的过程 注重分析思路和方法

的渗透

  新教材保留了旧教材中在突出物理结论形成过

程及注重分析思路和方法渗透方面的绝大部分内

容,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重新编排和优化设计,具
体表现在以下内容中.

从整体编排上,将“运动的合成与分解”作为独

立的一节,在内容上保留了旧教材中教师易做、学生

易懂的“红蜡块实验”及定量分析蜡块运动的方法,
并在节末设置了5道问题情境练习.这一编排给予

教师引领学生理解“将复杂运动分解为简单运动”的
物理思想和方法在教学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同时

也明晰了本节内容的教学重点是如何使学生理解这

一思想方法形成过程,另外也使教师对这一思想方

法在横向扩展和纵向挖掘的“把握度”上更加明晰;
其次,在研究抛体运动规律和特点内容部分,新教材

编排为,先实验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再理论建构抛

体运动规律,突出“先感性、后理性”“先现象、后本

质”的认知逻辑规律[2],使学生从“动手探究”走向

“动脑探究”.
在每一节具体内容的编排上,处处清晰突出知

识形成的过程和注重分析思路及方法的渗透.例如

第1节曲线运动的内容,首先删去了旧教材中“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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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位移”标题下的所有内容;第二,将旧教材中

“一个平面运动的实例”标题下的内容移至第2节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中;第三,保留的部分内容虽然

和旧教材内容基本相同,但进行了重新编排.这样,

使学生对曲线运动速度方向的认知过程和分析方法

呈现出:从观察砂轮打磨时飞出的炽热微粒和飞出

的链球等圆周运动(特殊的曲线运动)的实例情境开

始提出“问题”,通过引导观察使学生形成曲线运动

速度方向可能沿切线方向的“猜想”,再通过一个具

有“普遍意义”的任意曲线轨道实验“动手探究”“验
证”猜想,最后上升到渗透极限思想的数学切线概念

“动脑”“理论”探究,在节末“做一做”栏目中的“用飞

镖显示曲线运动的速度方向”实例再次体会曲线运

动的速度方向与曲线的关系,整个过程环环相扣没

有留白;在节后的练习中,保留了旧教材中观察分析

速度方向的3道习题的同时,增加了“河水沿着弯弯

曲曲的河床做曲线运动”的实例“观察探究”及论证

圆周运动速度方向变化角度与运动转过圆心角相等

的“理论探究”共2道习题,这样凸显使学生对曲线

运动速度方向的结论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实验、辨
析、论证等过程得出的,而不是教材或教师给出的.

3 全面设计练习题 突出聚焦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

发展

  新教材中节后和章末练习共31道(详见表1),

有实验、有观察、有辨析,有操作、有理解、有质疑等

注重过程评价的多种形式练习.

表1 新旧教材习题类型统计

教材 总题量/题 位置 题量/题 作图题/题 简答题/题 证明题/题 实验题/题 计算论述题/题

旧教材 12 节末 12 2 0 4 6

新教材 31
节末 18 4 1 1 4 8

章末 13 1 2 0 1 9

3.1 保留旧教材中能够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

习题

新教材保留了旧教材中贴近学生生活以使学生

对物理学产生亲近感的10道练习题,保留习题占比

高达83.3%,即旧教材中着重体现促进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发展的习题几乎全部保留.

3.2 聚焦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说:“物理学

最重要的部分是与物理思想有关的,绝大部分物理

学是从物理思想中来的,物理思想是物理学的根

源.”[3]因此,新教材在节后和章末的练习中围绕

“将复杂运动分解为简单运动”的物理思想和“运动

的合成与分解”的物理方法共设置了5道练习.具体

为:第2节后的第4题,将教材中“红蜡块实验”的玻

璃管变为沿水平方向做匀加速平移,要求根据所给

出的信息描绘蜡块的运动轨迹;第3节的第4题,根

据已描绘出的运动轨迹,假设物体在y方向为匀速

直线运动,猜想物体在x方向可能做匀加速运动并

作图描述分析过程,即上道练习的逆向思维过程;在

章末A组复习与提高中的第6题,再现“红蜡块实

验”,将x方向变为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

求解某一位置时的蜡块速度大小;在章末B组复习

与提高中设置了两道习题,其中第5题,给出质点在

x和y 方向的受力、运动过程速度的变化及运动的

最小速度,通过再现“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物理方

法求解质点速度变为2v时的方向及速度由v 增加

到2v所用时间;第6题,给出质点在x方向的速度

时间图像信息和在y 方向的位移 时间图像信息,通

过再现“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物理方法对获取的图

像信息整理及加工判断某一时刻质点的位置和运动

的速度并描绘质点的运动轨迹.
3.3 注重发挥习题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方面的

功能

首先,聚焦生产生活的抛体问题情境.在章末练

习中,设置了以高空水平飞行飞机在无风和有风时

的航空测量问题、从飞机上的高空跳伞问题、飞机投

弹击中山坡上目标问题;对于体育比赛活动,设置了

摩托车平抛越过壕沟问题、跳台滑雪问题、篮球比赛

中的水平投篮问题;在应用平抛运动知识解决生产

生活中的问题方面,设置了环保人员测量排污管道

的排污量问题.
第二,聚焦物理思想方法.以“红蜡块实验”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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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情境共设置了5道习题(见上述),凸显对关键物

理思想方法的掌握不是一蹴而就.
第三,聚焦学科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上述B

组中的第5和6题,看似“红蜡块实验”分析方法的

再现,但对学生的思维品质的要求都非常高,其中第

5题起点很高,要求学生根据题中给出的质点受到

沿“-y”方向的恒力及质点的速度先减小后增大的

信息综合分析得出,质点做匀变速曲线运动(即类斜

上抛运动问题),然后敏锐抓住最小速度为v这一关

键已知量,即质点从速度为最小v开始的运动为“类
平抛运动”,进而将平抛运动规律融会贯通地迁移到

这里解决问题,对学生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和深刻

性等方面的要求比较高.第6题从获取质点在x方

向的速度 时间图像信息、在y方向的位移 时间图

像信息并整理加工信息能力的要求上完全和高考

对接.
第四,开辟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新思路.将“中

国象棋”搬上教材习题,不只是创新胆识的体现,而
且给予发展学生综合素养开辟了一条新思路.

总之,新教材将“抛体运动”一章内容重新编排

并优化设计后,突出体现了“着重体现学科本质和突

出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课程理念,不仅符合学生对

知识的认知逻辑和教师学科教学逻辑,而且也有利

于辅助教师的教和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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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物理学的辉煌成就,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

感[5],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3 课后

2.3.1 相关书籍的阅读

如《中国古代物理学》《中国物理学史大系》《邮
票上的科学家》等等关于古代物理学史介绍的书籍,

可将其推荐给学生课后阅读.
2.3.2 举行物理学家的介绍讲座

学生在准备讲座的过程中,主动查阅大量资料,

不仅对物理学家的生平有了了解,对其研究背后的

物理学知识也更加感兴趣,增强对物理这门学科的

了解和物理知识的学习兴趣.
2.3.3 组织古代传统活动

在学习完光的传播等相关知识后,教师可以组

织学生准备一次皮影戏活动,让学生既能够体会到

物理知识的趣味性,又能对我国传统文化有更多的

了解、更深的体会.

3 结束语

  中国物理学史的教育价值是多方面的,从物理

学的萌芽,逐渐发展,到中间的停滞以及后来的崛

起,每一段历程都是我们学习的宝藏,对其进行挖掘

加工后都可作为教学的优秀资源用于物理教学,不
仅可以辅助教学,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同时也

契合国家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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