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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三物理复习课教学中采用“典型问题─即兴演讲─研究讨论─总结反思”席明纳教学模式,以“相

互作用”一章复习过程中两个典型问题,学生课堂即兴讨论为例,发挥了课堂的双主作用,激活课堂氛围,促进了一

章核心物理思想方法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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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三的复习课内容多体量大,讲授式课堂

模式虽然教学推进快,但长此以往,课堂气氛易沉

闷,成为教师一言堂或者个人秀.不少学生发散思维

不够,论辩精神不足,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往往深度

浅、广度小、角度狭,忽视物理思想方法的习得及应

用的自觉,最后“机械刷题”沦入“题海战术”,既未

达到深度学习要求,又与新高考评价体系中的“核心

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四层考查要

求,大异其旨.
席明纳对应的英文单词为Seminar,原意为“苗

圃”“发祥地”,后演化为学生为研究某问题而与教师

共同讨论的教学形式或机构.费孝通将Seminar译

为“席明纳”,“席”者,席地而坐也;“明”者,明经辨

理也;“纳”择善而从也[1].在高中物理复习课教学

中,经过多年的探索,将席明纳的教学模式简化为:
“开场入题 → 展示演讲 → 研究讨论 → 总结反思”,

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23].针对高三物理复习课

教学进度快且讲解题目多的情况,改进主题式席明

纳的教学模式为:“典型问题 → 即兴演讲 → 研究讨

论 → 总结反思”,取义为即兴席明纳,所谓即兴,就
是随时在课堂上针对具体问题,根据学生反应进行

演讲探讨,契合席明纳最初旨趣,有头脑风暴式的思

维交锋,课堂氛围热烈,学生专注度高,更为重要的

是,在师生共同探究解题方法中追寻物理思想方法

的过程,提升了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对问题的深

度学习,取得了良好效果.
下面以“相互作用”复习过程题目讲解为例,展

示即兴席明纳模式课堂教学实施过程.

1 慎选典型问题

在高三的复习课中,通常模式是一章一个主题,

经过基础必备知识的讲解复习,学生获得分析问题

的思维方法和关键能力,而核心素养的检验,需要学

生通过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述阐发来体现.物理学科

每一章节基本上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学生系统

复习后,已经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精
选恰当的题目或情境,让学生对此类问题进行深入

剖析,贯通一章节的主体思想方法,学习过程就会有

良好的体验和效果.以“相互作用”一章为例,本章

的核心在于通过物体或者物体系统进行受力分析,

处理分析物体间的受力情况,在分析具体对象受力

过程中,逐步建立相互作用观念,掌握整体法、隔离

法和矢量分析的技巧等科学思维方法,是高中物理

学习的最基础能力之一.精选适当典型问题,最好能

够一题多解,或者多变或多个视角,具有基础性和代

表性,能够让学生深入讨论,选题做到适量完备而有

序最好,引导学生将浅塘挖成深井.“相互作用”精

选两个典型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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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问题1】(2017年高考题第21题)如图1所

示,柔软轻绳ON 的一端O固定,其中间某点M拴一

重物,用手拉住绳的另一端 N.初始时,OM 竖直且

MN 被拉直,OM 与MN 之间的夹角为α(α> π2
).

现将重物向右上方缓慢拉起,并保持夹角α不变.在

OM 由竖直被拉到水平的过程中(  )

A.MN 上的张力逐渐增大

B.MN 上的张力先增大后减小

C.OM 上的张力逐渐增大

D.OM 上的张力先增大后减小

图1 典型问题1题图

【典型问题2】如图2所示,用轻绳系住一质量

为3m的匀质大球,大球和墙壁之间放置一质量为m
的匀质小球,各接触面均光滑,系统平衡时,绳与竖

直墙壁之间的夹角为α,两球心连线O1O2 与轻绳之

间的夹角为β,则α、β应满足(  )

A.4tanα=tan(α+β)

B.3tanα=tan(α+β)

C.tanα=4cotβ
D.tanα=3cotβ

图2 典型问题2题图

2 学生即兴演讲

精选典型问题可以作为课堂的现场例题,也可

以作为习题,学生完成后在习题讲评的过程中开展.
以上两个典型问题,学生课堂讨论比较热烈,每一题

的每一方法讨论,用电子黑板记录,教师作为主持人

引导学生即兴展示自己的思考和解法,其他学生在

演讲过程中进行提问质问,修补存在的语言表达和

计算等细节问题,为阐释方便,对课堂其他学生讨论

进行了删减.
2.1 典型问题1即兴演讲展示

针对典型问题1讨论有4位学生进行了演讲,

针对4位学生的即兴演讲整合成4种典型思路如下,

实际上出现的是4组不同方法,分述如下.
第1组:代数解析法.
直接用解析的方法求解受力.分别用正交分解

法和拉密定理处理,由于正交分解法计算及书写量

较大,此处从略,拉密定理解法学生展示如下:

如图3所示,假设OM 绳转过角度为θ,对重物

M 受力分析,根据拉密定理有

G
sinα= T1

sin[π-(α-θ)]=
T2

sin(π-θ)

易得 T1=Gsin(α-θ)
sinα

当角度θ从零转动到π
2
,OM 上的拉力T1 先增大后

减小;

T2=Gsinθ
sinα

当角度θ 从零转动到π
2
,MN 上的拉力T2 一直

增大.
故选项A、D正确.

图3 拉密定理定量解析

第2组:矢量圆图解法.
核心思路:重力所对的角度不变,3力可以构成

一个矢量三角形.
在整个转动过程中,重力G不变,T1 和T2 两力

的夹角不变,这样通过平移,构建矢量三角形,3力

中重力为圆的一条弦,T1 和T2 所对的圆弧不变,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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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不变,如图4所示角度θ从零转动到π
2
,T1从竖直

弦到直径过程力一直增大,从直径到水平就在减小;

T2 从零一直增大到直径.选项A、D正确.

图4 矢量圆图解法

第3组:虚拟转动重力场.
转动两个力,改为转动重力,利用矢量三角形分析.
旋转OMN 的过程中,可以逆向思维,让OMN

不动,虚拟旋转重力场,角度从零转动到π
2
,这样,

G、T1 和T2 构成矢量三角形,当G的末端在以G 为

半径的1
4

圆周上转动时,T1 在竖直方向上,方向不

变,T2平行于MN,如图5所示建立坐标系,当T2恰

与1
4

圆周相切时,T1在y轴上的交点到M 的距离最

大,过了切点后又减小;T2 从零开始一直增大.选项

A、D正确.

图5 旋转重力场图解法

2.2 典型问题2即兴演讲展示

针对典型问题2讨论有4位学生进行了演讲,针
对4位学生的即兴演讲整合成3种典型思路如下.

第1组:整体法+隔离法+正交分解法(两位学

生).
核心思路:先对整体分析后,然后对其中一个物

体隔离分析,使用正交分解法.
如图6(a)整体法受力分析,在竖直方向上受力

平衡有

Tcosα=G1+G2

图6 整体法隔离正交分析法

对O1圆隔离进行受力分析,如图6(b)以O1为

坐标原点,沿着O1O2建立x轴,垂直于O1O2建立y
轴,y方向受力平衡有

Tsinβ=G1sin(α+β)
以上两式相比,消去拉力T,可得

cosα
sinβ

= G1+G2

G1sin(α+β)
化简可以得到

G1sin(α+β)cosα=(G1+G2)sinβ=
(G1+G2)sin(α+β-α)=

(G1+G2)[sin(α+β)cosα-cos(α+β)sinα]
左右两边同除以cos(α+β)sinα,可以得到

G2tan(α+β)=(G1+G2)tanα
代入质量可得 4tanα=tan(α+β)

故选项A正确.
第2组:两次隔离法+拉密定理.
分别对球O1 和O2 受力分析如图7所示,两个

球都受到3个力的作用.

图7 两次隔离法+拉密定理

对球O1 有拉密定理

G1

sin(π-β)
= N21

sin(π-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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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G1

sinβ
= N21

sinα
对球O2 有拉密定理

G2

sin π2+α+æ

è
ç

ö

ø
÷β
= N12

sinπ2

即 G2

cos(α+β)
=N12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N12=N21 代入整理可得

G1sinαcos(α+β)=G2sinβ=
G2sin(α+β-α)=

G2sin(α+β)cosα-G2cos(α+β)sinα
左右两边同除以cos(α+β)sinα,可以得到

G2tan(α+β)=(G1+G2)tanα
代入质量可得 4tanα=tan(α+β)

故选项A正确.
第3组:隔离法+矢量三角形拼接法.
核心思路:综合隔离和整体,进行图解分析.
在上述两次隔离后,把3个力进行平移组成矢

量三角形,由于N12 和 N21 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所以两个三角形可以拼接起来,本质相当于整体

法,如图8所示,由图易得

tanα= N2

G1+G2
  tan(α+β)=

N2

G2

易得 G2tan(α+β)=(G1+G2)tanα
代入质量可得 4tanα=tan(α+β)

故选项A正确.

图8 拼接矢量三角形

3 师生研究讨论

学生即兴演讲后,针对学生解法涉及的知识、方
法和思想进行评述讨论和总结,在教师的启发下,课
堂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每个典例后,学生进行研究讨

论,发散思考,发表各自的想法.
针对典型问题1的解法,其他学生主要评述的

观点:第一种解法是代数解析法,注重数学计算推

理,定量分析,需要好的数学基础;后两种是图像分

析,属于定性分析,较为直观,两者各有优劣.第三种

解答方法转换思路,利用到相对不变性的思想,类似

于运动学中转换参考系的思想方法.第一种方法容

易想到,计算量大,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不容易想

到,但是可以便捷形象处理.
针对典型问题2的解法,其他学生主要观点是:

第一、二种解法受力上整体法和隔离法,用代数进行

解析,尤其需要借用相等的力来做桥梁进行关联,同
时需要较强的三角函数的运算;第三种是图像分析,

整合了整体法与隔离法,较为直观,并且可以看出内

力外力的明显特点,结论也不言自明,但是不容想到.

4 总结反思

总结反思阶段,教师最后进行归纳总结,这个环

节也可以在梳理之后,经过反思在下一节课提出,两
个问题涉及到了静力学两种典型代表:动态平衡问

题和平衡问题.学生们在处理的过程中,把数学函数

(尤其三角函数)、正弦定理(拉密定理)、整体法隔离

法、图像法、数形结合、等效替代思想、临界性和相对

性思想等进行了遍历和复习,解法多少不是问题的

关键,关键在于以这样两个问题的情境,提出的解决

问题的方法、看问题的角度,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不同的学生方法视角是不一

样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
然,越是简单的方法,经过的物理思考更多一些,所
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也是解题

过程和演讲交流过程中,学生感悟到的情感体验.

5 结论

相对于主题式席明纳教学,运用即兴席明纳教

学模式,实践探索的经验如下:
(1)平时教师注意培养学生课堂发言发问的习

惯,如果没有发言的习惯,这种教学模式无法推进;
(2)注意对一个章节和板块的常见物理思想方

法的提炼;
(3)积累典型问题,尤其有质量的问题,尽管有

经验的教师已经了如指掌,也要把时间交还给课堂,

学生在争鸣中会激活课堂气氛,并留下深刻印象;
(下转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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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张联系起来的科学原理),学生正确回答了科学

研究问题,从多视角理解物理概念和原理,对物理知

识形成全面和深度的理解.

5 结束语

核心素养不是直接由教师教出来的,而是需要

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借助问题解决的实践而逐

步培养和发展起来[2].教学实践表明:通过让学生参

与系列探究实验,学生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对阿基

米德原理理解得更深刻,学会科学研究方法,体验到

学习的乐趣,获得自信心和成就感,有效地发展了物

理学科核心素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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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造一种课堂的张力,尤其是思维的冲突,

表达的优化,由浅入深渐入佳境的状态,方法越来越

精炼,往往代表思考越来越成熟的过程;
(5)即兴席明纳,注意引导未发言的学生不只

是“看热闹”,学会评价思考方法和观点的优劣;
(6)教师主持下要进行升华串联和对比,有助

于学生科学素养和物理思想的渗透.
当然,即兴席明纳研讨展示,效率不及直接的讲

授式,但是在过程中,教师主导,学生为主体,培养学

生向同伴学习,感悟不同的视角,汲取其他同学思维

中有益营养,这是席明纳教学最核心的精神.费孝通

先生用四句话概括席明纳的精神就是:“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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