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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的趋势越来越猛烈,Algodoo软件的仿真虚拟应用在物理教

学的研究也备受关注.为了进一步发挥Algodoo软件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积极作用,笔者就梳理国内学者在2010年

到2021年间对Algodoo软件在物理教学中的研究,总结Algodoo软件的研究成果,浅谈该软件在物理教学中的不足

与建议,提出思考和展望,期望Algodoo能够在未来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更广泛,功能能够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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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Algodoo软件是瑞典 AlgoryxSimulationAB

公司推出的一款独特的2D仿真软件,其前身是瑞典

一所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EmilErnerfeld为导师

KennethBodinPhun写的一个名为Phun的程序,写

该程序的目的是为了使物理教学和研究更直观有

效,其英文名为“2DPhysicsSandbox”即“二维物

理沙盒”[1].Algodoo软件在Phun的基础上为课堂

教学做了优化,它为学生们带来了一个好玩的、卡通

式的平台,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动手能力和

知识建构能力[2].Algodoo软件的使用不需要了解

复杂的编程知识,只需要通过绘制简单的物件就可

以进行模拟仿真,还可以绘制图像;能够为学生提供

直观、可视化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物理

概念等,但笔者发现,Algodoo软件在中学物理教学

中的应用还比较小众,除去关注Algodoo软件的部

分教师外,很多一线教师都对Algodoo软件了解甚

少,Algodoo的有效功能没有得到应用和推广对于

物理 教 学 是 一 种 资 源 损 失.因 此,本 文 对 国 内

Algodoo的相关文献做个综述,旨在推广 Algodoo

软件在物理教学中的研究和应用.

通过在 中 国 知 网 进 行 检 索,将 关 键 词 定 为

“Algodoo”,截至2022年1月20日,可检索出40篇

相关的文献.将关键词定为“Algodoo物理”,可检索

出37篇文献;其中34篇是物理教学相关文献,3篇

硕士论文.如图1所示,Algodoo软件在中学物理教

育教学应用的文章于2010年开始发表,从2017年

开始,期刊发表明显增多,但到2020年,期刊发表又

处于低迷状态,然而到2021年期刊发表又一次大幅

度增加.由此可见,Algodoo软件在物理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又慢慢地得到学者的青睐,也被广大一线教

师所关注.

图1是该软件在物理教学中应用的研究文献数

量随年份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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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lgodoo软件在物理教学中应用的研究文献数量随年份变化图

2 Algodoo软件在物理教学中应用的基本情况

通过查阅文献,总结出关于Algodoo软件的主

要功能如下:

(1)能够精确模拟实验,直观观察到实验现象.
(2)能够创建各种物理元件,可以设置各元件

及相关参数.
(3)能够模拟各物件在重力、浮力、空气阻力、

摩擦力的相互影响下,实现精度较高的仿真实验.
(4)能够实时显示物体运动轨迹、受力和速度

等物理特征量,使物理量的分析可视化.
利用 Algodoo软 件 的 功 能,很 多 研 究 者 将

Algodoo软件与物理教学联系起来,通过对Algodoo
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的30多篇文献进行通读,

并对此进行梳理和分类,关于Algodoo软件功能的

研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Algodoo在物理概念、规律教学中的辅助作

用.
(2)Algodoo在物理问题解决中的作用.
(3)Algodoo在探究性问题中的辅助作用.
(4)Algodoo软件在物理实验教学中的辅助作

用.
(5)Algodoo与其他仿真软件在物理教学中的

优缺比较研究.

2.1 Algodoo软件在物理概念和规律教学中的辅

助作用

这一类的研究是众多研究者所特别关注的.文

献[3]中介绍了利用Algodoo软件调取光的色散,移

动辐射笔照射在三棱镜上,让学生们观察三棱镜后

的光,辅助学生理解光的色散的概念.

文献[4]介绍了利用Algodoo软件创建元件,并

设置元件的有关参数,模拟行星的运动,并利用其实

时记录物体运动轨迹,从而直观验证开普勒三大定

律;不仅如此,还利用Algodoo软件选择所需的元件

和设置特定的条件模拟简谐运动,绘制显示图像,得

到物体简谐运动的振动图像;并且利用该软件新建

场景,选取元件设置参数来得到两物体相互碰撞前

后图像,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文献[5]注意到传统的光学实验的光路无法直

接呈现,而且实验色光的种类有限,于是设计了利用

Algodoo软件创建凸透镜,通过设置调节透镜的焦

距和大小、折射率,创建一组平行光沿着主光轴方向

穿过透镜,来演示凸透镜成像,补全了传统光学实验

的不足,能够很好地观察到实验现象,总结得到凸透

镜成像的规律.
文献[6]利用Algodoo软件创设情境,创建一个

天花板与水平地面平行,建立一个圆,通过显示图

表,设置坐标,则可以在小球下落过程中显示小球的

动能、重力势能、总能量随时间的变化图像来验证自

由落体运动中的机械能守恒,同样的,还利用创设斜

面、钢球,来验证斜面中的机械能守恒;不仅如此,文

献[6]还利用Algodoo软件来创建天花板、绳子、钢

球来验证单摆实验中机械能守恒.
文献[7]注意到在高中“布朗运动”这一课题对

于传统课堂而言,基本上采用讲授法,或者借助视频

或者物理学史来进行授课,由于布朗运动只有在显

微镜下才能观测得到,而由于大多数学校实验设备

有限,学生能够观测到布朗运动的可能性不大,发现

用Algodoo软件辅助课堂教学,能较为直观地建立

一系列参数多变的物理模型,经过一系列可视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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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显示悬浮微粒的运动轨迹,从而模拟分子层面微

观粒子无规则运动引起的布朗运动,帮助学生“看

到”并理解知识.
文献[8]讲到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牛顿第一定

律中的理想斜面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所以无法进

行理想斜面实验,借助Algodoo软件就可以模拟理

想斜面,并且利用其“显示图表”的功能让学生定性

地认识到,当接触面摩擦力为零时,即无限光滑时,

小车真的能够一直运动下去,让学生对于物体的运

动不需要力来维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文献[9]介绍了利用Algodoo来创设所需要的

情境,模拟无推力和有推力两种情境,帮助学生理解

静摩擦力的本质:弹力的水平方向的合力就是宏观

上的静摩擦力,这就能解释静摩擦力随水平外力的

增大而增大的原因.

2.2 Algodoo软件在物理问题解决中的作用

文献[1]注意到利用Algodoo能够创设所需要

的情境,能够使得建立模型的过程更加生动.该文献

以江苏高考题为例,阐述了运用Algodoo创建题目

所需的情境,帮助学生建立“摆线”模型(图2).

图2 基于Algodoo模拟“摆线”模型

文献[10]发现可以利用Algodoo的可视化力功

能在高中物理问题解决中常见的习题:判断物体是

否受力,受力的方向和运动物体受力情况,给学生带

来直观体验,发展学生的模型建构能力.
文献[11]介绍了通过 Algodoo软件的交互功

能,来提高物理专题复习效率.通过介绍用Algodoo
软件来创建用弹簧连接的两个小球在光滑水平面上

的运动伴随的小球速度以及弹簧能量转化的问题,

体现了Algodoo软件的辅助大大降低了学生在处理

此类繁琐问题的思维门槛.
文献[12]注意到中考经常出现物体运动比较

复杂的试题,而学生的建模能力比较低,完整地分析

运动过程中速度、机械能的变化比较困难,因此便以

一道中考题为例,介绍了运用Algodoo实时测量并

显示物体运动过程中的速度、机械能的变化图像,能

够通过试题来提高学生的建模能力.
文献[13]介绍了用 Algodoo实现“可视化力”

的基本方法,并介绍了Algodoo软件在弹力和动态

分析、运动的过程中的受力等课后习题中应用会使

抽象的习题情境变得直观,有利于教学难点的突破,

为平时的教学带来便利[9];并以广东高考压轴题为

例,进行仿真情境,探究双质点在斜面运动和碰撞的

问题.

2.3 Algodoo在探究物理问题中的辅助作用

文献[14]以“圆周运动”为例,介绍了通过

Algodoo齿轮的联动可以探究同个齿轮上不同点角

速度、线速度的关系,相互接触的齿轮上角速度、线

速度的关系;利用Algodoo软件制作水流星,可以简

便地探究水流星的原理;还利用Algodoo制作“环球

模型”、改变球的速度,来观察不同的运动情境,这一

情境可以很好地辅助解释球在竖直面内运行的“杆

球模型”的受力问题,形象的类比可以使复杂问题

简单化.不仅如此,文献[15]还在“探究抛体落到不

同形状的障碍物上的动能最值问题”案例中基于

Algodoo探究不同初速度条件下物体的下落和碰撞

情境,还能输出需要的各种数据,便于我们选择研

究,整个设计过程方便快捷.并且,文献[13]还介绍

了运用Algodoo软件中的“推进器”工具模拟探究了

力对速度的改变的问题、飞行器的运动问题.
文献[16]用Algodoo软件模拟镜面反射和漫反

射,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镜面反射和漫反

射的区别.
文献[17]利用Algodoo进行了拱桥受力的物理

模拟实验,帮助学生探究拱桥设计的原理.

2.4 Algodoo软件在物理实验中的辅助作用

文献[17]注意到,在教材中的探究牛顿第二定

律的实验中,由于木板跟滑块之间有摩擦力,通常将

木板倾斜,使得滑块重力沿斜面方向的分力平衡摩

擦力,但又要使沙桶的重力远小于滑块的重力,那这

样的话加速度a很小,由此造成的误差较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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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17]用Algodoo创设实验情境,就可以使得各

个接触面摩擦系数为零,并且开启速度追踪,就可以

得到速度 时间图像,再进行处理就可以得到加速度

与物体质量、所受合外力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牛顿

第二定律.
文献[8]提出,在讲解高中的“单摆”这部分内

容时要让学生理解在数学推导中为什么摆线角度足

够小就是简谐运动是很难的,但如果利用 Algodoo
软件模拟情境来做一个关于摆线角度大小对应的函

数的探究实验,角度小对应正弦函数图像,角度大对

应非正弦函数图像,这便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学生突

破难点.
文献[18]介绍了如何使用Algodoo建立一个虚

拟力学实验室,并在其中完成传统实验室无法完成

的一系列理想实验的全过程,利用虚拟太空环境和

两架虚拟飞碟进行惯性实验和曲线运动实验,有效

地突破高中物理的难点.
文献[19]主张使用 Algodoo软件模拟弹簧振

子,既可以排除空气阻力,避免一系列系统误差,又

可以设置位移 时间图像,能够实时地得到振子做简

谐振动的v t图像、a t图像、F t图像、E t图像.

2.5 Algodoo软件和其他一些软件比较的优缺点

文献[20]以Excel、Algodoo、Flash这3个软件

为例,讲述了计算机常用软件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

并对其各自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出Excel对于实验

数据处理、拟合函数图像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而

flash和Algodoo都是针对仿真模拟,但Algodoo软

件的功能更强大,简单上手,不需要掌握复杂的编程

知识.在这3种软件的使用上,根据具体需要合适选

择.
文献[21]在论文中针对常用物理虚拟实验软

件Algodoo、NOBOOK、宇宙沙盘2、物理实验课进

行对比,从易用性、功能性、细节处理和不足之处4
个维度进行分析,得出Algodoo软件操作简单,自由

度高,所有模型几乎都由使用者自行设计,软件占据

空间不大,帧率可调节,功能的强大在于它对力学实

验的模拟度,通过使用者对模型的自主建构,可以模

拟出大量的力学实验;易用性非常高;缺点就是不能

插入电元件、无法插入电磁场、无法进行近代物理相

关的一些实验.
文献[16]对常见的智能系统中的 Algodoo、

Phyphox、Dislab进行了分析,肯定了Algodoo软件

既可以作为教师向学生展示实验的工具,也可以作

为高年级学生分析物理实验数据的学习工具;是一

款可以作为教学演示工具、建模工具、分析解释工

具、在线交流和反思工具的软件.

3 思考与展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一线教师和研究者

已经能够用虚拟仿真软件来改善传统实验的不足并

做出很多实验.目前国内关于Algodoo软件在物理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的范例,取得了不

少的成果,从对搜集到的文献来看,可以看出目前在

物理教学中能够使用的虚拟仿真软件和数据处理工

具已经蓬勃发展,但对于Algodoo的研究目前也存

在一些问题,现总结如下:

(1)创新性较少.这主要体现在大部分文献在

案例中举到Algodoo在规律、概念教学中最多的例

子就是力学中的动量守恒、机械能守恒、圆周运动,

光学中的光的折射、反射等,但对于热力学方面的案

例制作很少.
(2)关注点不全.这体现在大多数研究都是停

留在 制 作 案 例,没 有 很 好 关 注 到 Algodoo中 的

Algobox场景库的利用,没有注重制作者场景的分

享,资源的共享.
(3)功能利用单一.这体现在大多数的研究都

停留在教师如何利用 Algodoo来进行虚拟演示实

验,由于它不需要编程基础,上手容易、操作简单的

优势,忽视了Algodoo的创建场景也可以由学生个

人或者分组来完成,并且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学生

能够较方便地使用电子设备,因此,Algodoo也可以

作为学生课后自主学习、自由使用的学习工具,虽然

有研究者提到Algodoo这方面的功能所在,但却没

有人具体针对学生如何最大限度地自主或者合作使

用Algodoo来辅助学习展开研究.
(4)缺乏评价体系.很少研究者能够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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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doo进行虚拟仿真是不是真的让学生感兴趣,

是不是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成绩,提高了建模能力展

开研究,只有文献[21]提到通过调查和对照实验方

法针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调查方法、结果仍然值

得深入探讨,因此,这部分研究的空间还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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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nResearchandApplicationofAlgodoo
inPhysicsTeachinginMiddleSchoolinChina

WangLingqi LiDean
(SchoolofPhysicsandTelecommunicationEngineering,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Withtheadventoftheinformationage,thetrendofinformationtechnologyintegrationintoteaching

isbecomingmoreandmorefierce,andthesimulationvirtualapplicationofAlgodoosoftwarehasalsoattracted

muchattentionintheresearchofphysicsteaching.InordertofurtherplaythepositiveroleofAlgodoosoftwarein

theteachingofphysicsinsecondaryschools,theauthorwillsortouttheresearchofdomesticscholarsonAlgodoo

softwareinphysicsteachingfrom2010to2021,summarizetheresearchresultsofAlgodoosoftware,talkaboutthe

shortcomingsandsuggestionsofthesoftwareinphysicsteaching,putforwardthinkingandprospects,andhope

thatAlgodoocanbemorewidelyusedinfuturephysicsteachingandhavemorepowerfulfunctions.

Keywords:Algodoosoftware;physicsteaching;informationtechnology;virtual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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