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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指出“情景”是实现“四层”“四翼”考查要求的载体,对考查和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

素养具有关键作用.在新课标的指导下,以情景为载体,让学生在情境中提升物理观念,在实践中掌握科学的思维方

法,在探究中获得科学探究的能力,在情感升华中培养科学态度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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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考试中心于2019年11月发布了《中国

高考评价体系》以及《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该评

价体系简称为“一核四层四翼”,其中“一核”为考查

目的,即“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四层”为
考查内容,即“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

知识”;“四翼”为考查要求,即“基础性、综合性、应用

性、创新性”.而情境是实现“四层”“四翼”考查要求

的载体,对考查和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素养具有关

键作用.[1]体系中的“情境”是指运用文字、数据、图
表等形式,围绕一定主题加以设置的,为呈现解题信

息、设计问题任务、达成测评目标而提供的载体.是
为激发学生的认知建构与素养表现搭建的平台,影
响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策略与表现.[2]结合物理

学科考查实际,基于知识应用和产生方式的不同可

将“情景”分为生活实践问题情景和学习探索问题情

景两类,是考查和培养学生物理学科素养的重要

载体.

基于此,为全面有效地反应学生的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水平,以“情景”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必备知识

和关键能力在日常教学中是比较有效的教学途径.
本文以新人教版物理必修第一册第三章第5节“共
点力的平衡”新课教学为例,针对新课标、新人教版

教材的要求,从“教学目标”“新课引入”“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和“科学态度与责任”等方面以“情景”为
载体创新教学设计.

1 基于情景载体 制定教学目标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求,将
力的合成和分解从“理解”调整为“了解”,“用力的合

成和分解分析生活问题”调整为“用共点力的平衡条

件分析生产生活问题”,降低了力的合成与分解的要

求,而共点力平衡成为了核心知识.结合核心素养及

“一核四层四翼”的考查要求制定了“共点力的平衡”

的教学目标,如表1所示.
表1 共点力的平衡教学目标

核心素养目标 教学内容 基于情景活动的教学要求

物理观念  共点力平衡的相关概念
 展示重庆具有代表性的地标、网红景点,让学生从熟悉的情景

了解共点力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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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核心素养目标 教学内容 基于情景活动的教学要求

科学思维
 理解共点力平衡的条件、用归纳

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用“等效替代”的思想将多力平衡转化为二力平衡,用归纳演

绎再来验证猜想

科学探究
 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器材、
实验方案、数据处理

 能根据真实的实验数据得出共点力平衡的条件

科学态度与责任
 小组分工合作、坚持物理探究求

真务实的态度

 以中国桥梁、航天科技、杂技表演中的平衡之美渗透STSE
思想

2 基于生活实践情境 引入新课教学

设计意图:通过设置悬念情境,激发学生的课堂

求知欲.如图1所示,为响应国家“五育”并举,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在物理课堂教学中渗透体育,创设

生活中常见的引体向上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过设疑,使学生产生疑惑和好奇,为共点力的平衡

教学作铺垫.

图1 学生挑战不同难度的引体向上

师:大家请看,这是体育课上用来做引体向上的

单杠设备.我们班哪个学生是玩这个的高手,来给大

家演示一下.
师:老师这儿有3个等级挑战,你可以选择.红

色:难度系数5颗星,黄色:4颗星,蓝色:3颗星(5
星级两手间夹角最大).

师:既然是高手,那就从5星级开始挑战(第一

次挑战失败).第二次,你想挑战哪个星级?
生:第二次挑战3颗星(按照规定轻松完成动

作).
师:现在,老师要采访一下这位同学,你在挑战

不同星级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生:5星级最难,3星级最轻松.
师:5星级最难,这是为什么呢? 带着这个疑问

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共点力的平衡.(板书)

3 基于生活实践情境组织新课教学

3.1 展示生活情境 建构共点力平衡概念

设计意图:如图2所示,展示学生熟悉的重庆地

标、网红景点,引导学生对图片中的物体进行受力分

析,建构平衡的概念、共点力的概念,强化物理观念.

图2 重庆的网红景点

师:重庆是一个网红城市(展示重庆网红景点如

图2所示),作为物理老师,我发现了很多平衡之美,

这些物体都是处于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这

是我们学过的什么状态呢?

生:平衡状态.
师:处于平衡状态的这些物体,对其进行受力分

析.当老师把力的作用线延长,这些力有什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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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呢?

生:(a)、(b)、(c)的力或力的作用线能交于一

点,(d)、(e)、(f)的不能交于一点.
师:很好,我们把能交于一点或作用线能交于一

点的力叫做共点力.
师:而这些不能交于一点的则为非共点力,今天

我们要探究的重点是共点力的平衡,那物体在共点

力作用下平衡的条件是什么呢? (提出问题)

3.2 探索问题情境 突破共点力平衡条件教学难点

设计意图:科学思维能力和归纳演绎能力是重

要的教学目标,虽然本节教材中没有共点力平衡的

实验安排,但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实验,以“力的合成”

为基础,利用等效替代的思想将复杂的3力、4力、5
力平衡转化为符合学生认知的2力平衡,再用归纳

演绎的思想推广到 N 个共点力平衡满足的条件为

F合=0.同时采用SCL(StudentsCenterLearning,

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的方式组织教学,让每一位学生

自主参与学习.

3.2.1 任务1:设计实验方案

如图3(a)和(b)所示,根据提供的实验器材(木

板、图钉、弹簧测力计、橡皮擦、直尺、系有绳套的轻

质小圆盘、等距同心圆坐标纸)设计实验方案.

图3 共点力平衡实验

  问题:(1)怎样证明物体受3力平衡合力为零?

受4力平衡合力为零?

(2)实验中我们需要记录哪些物理量?

(3)实验中我们怎样直观描绘出这些物理量?

实验方案:利用自制的实验器材进行分组实验.
将系有绳套的轻质小圆盘与等距同心圆坐标纸最小

直径圆重合(小圆盘与等距同心圆坐标纸的最小圆

直径相同,目的是确保拉力的反向延长线能交于坐

标纸的圆心,即圆心为共点力的作用点,便于作图),

用3个、4个或5个弹簧测力计互成任意角度拉细

绳套,记下每个测力计的示数及方向,如图3(c)

所示.

3.2.2 任务2:分组探究3个、4个、5个共点力平

衡的条件

分组实验1:两组同学利用自制实验器材探究3
力平衡的条件.

分组实验2:两组同学利用自制实验器材探究4
力平衡的条件.

分组实验3:两组同学利用自制实验器材探究5
力平衡的条件.

师:这是老师拍摄的一组同学的实验结果(西沃

授课助手拍照同步投屏),如图4所示.请小组代表

说一下,根据实验结果,怎样验证3力平衡合力为

零呢?

图4 三力平衡探究结果

生:先把F1和F2合成,看和力是否与F3等大、

反向.(学生分享实验结果)

师:你们的结论是?

生:3力平衡合力为零.
师:再来看一下4个共点力作用探究的结果,如

图5所示.根据实验结果,怎样验证4力平衡合力

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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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4力平衡探究结果

生:把F1和F2合成,F3和F4合成,看两个合力

是否等大、反向.(学生分享实验结果)
师:漂亮,掌声属于他们.通过探究,3力或4力

平衡的条件是F合=0(板书).
3.2.3 任务3:归纳演绎,合理外推N 个共点力平

衡条件

师:那N 个共点力平衡,物体的合力还为零吗?
师:牛顿曾说:没有大胆的猜测,就不会有伟大

的发现.伽利略利用冲淡重力的方法,加以合理外推

来研究自由落体运动规律.
师:我们也可以通过猜想,加以合理外推,N 个

共点力的平衡合力是? (渗透科学思维的培养)
生:合力仍为零.
师:是这样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组5个力探

究的结果,如图6所示.(体现科学探究的逻辑严密

性,再用五个力实验结果验证猜想)
师:漂亮,掌声属于他们.因此,通过探究,加以

外推,共点力平衡的条件是:合力为零.(板书)

图6 5力平衡探究结果

3.2.4 任务4:基于情景,抽象出物理模型

【学以致用,模型建构】在做引体向上时,为什么

5星级的难度最大呢? (若已知:人两手间的夹角为

θ,人的重力为G,求:两手拉力F 的大小)
设计意图:模型建构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教

学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引体向上并非是平衡态,忽略

过程中空气阻力等次要因素的影响,抓住某个瞬间

可以构建共点力平衡模型的思维方法,并用数学推

导和平行四边形作图的方式来验证猜想,其结果如

图7所示.
师:现在请同学们来揭秘一下,在做引体向上

时,为什么5星级的难度最大呢?
师:刚才的过程可以简化为这个模型[图7(a)

所示].
师:拍照展示同学推导的结果[图7(b)所示],

根据推导结果请分析:为什么5星级的难度最大呢?

(a)引体向上模型

       

F合=G=2Fcosθ
2

F= G

2cosθ
2

(b)数学推导结果

(c)平行四边形作图

图7 引体向上受力分析

生:合力不变,两手夹角越大,拉力F 越大,越
费力.

师:同样,利用平行四边形定则作图发现,当合

力不变时,夹角增大,分力也增大,所以5星级难度

最大.

4 基于生活实践情境 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

  设计意图:介绍我国古代木拱桥独有的“拱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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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8所示),让学生体会古人的聪明才智,再让

学生用筷子搭“拱券结构”(图9所示),亲自体验生

活中的平衡之美,最后以中国桥梁、航天技术、杂技

表演中的平衡之美结尾,让学生情感产生共鸣,培养

学生从物理走向生活的意识,渗透STSE的教育

理念.

图8 木拱桥的“拱券结构”

图9 学生搭建的“拱券结构”

师:古人的聪明才智让我等敬佩,你们想挑战

吗? 看谁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拱券结构”的搭建

(学生用筷子搭“拱券结构”).
生:展示 “拱券结构”的稳定性.
师:那你们想见识一下老师这座桥的厉害吗?

我有一种想走上去的冲动,有点害怕,大家掌声鼓励

一下.(图10所示,教师亲自站上去,检验“拱券结

构”坚固性,将课堂推向高潮)

图10 教师站上“拱券结构”

师:这就是“拱券结构”,平衡之美.
师: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复杂的平衡之美.
中国的桥梁世界之最(图11所示).

图11 贵州六盘江大桥

降落伞回收航天器(图12所示),杂技演员用羽

毛表演精彩绝伦的平衡术等(图13所示).

图12 回收“神州十号”航天器

师:中国作为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停止前进的步

伐,一座座中国桥,天堑变通途,航天技术更是领先

世界水平.点赞为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

大国工匠们(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产生情感

的共鸣).

图13 杂技表演羽毛平衡术

5 总结

以情景为载体贯穿整个教学活动,通过学生展

示引体向上,创设物理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
时物理学科渗透体育,体现“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
通过展示重庆网红景点,引导学生对图片中的物体

进行受力分析,建构共点力平衡的概念,强化了物理

观念.通过创新实验探究、归纳演绎突破共点力平衡

条件教学难点.通过物理学科渗透STSE的教育理

念、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产生情感共鸣,将
课堂教学推向高潮.本节教学以情景为载体,按新课

程标准要求,创造、创新实验,课堂教学效果较好,让
学生在情境中提升了物理观念,在实践中掌握了科

学的思维方法,在探究中获得了科学探究的能力,在
情感升华中培养了科学态度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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