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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初中物理“摩擦力”概念新授课为例,基于生活中的运动鞋防滑能力,将摩擦力的核心知识与运动鞋

的防滑情境有效融合,通过对情境中相关问题的分析论证探究,促进学生物理观念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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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新授课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环节,旨在促进

学生将物理知识与实际情境联系起来,帮助学生从

物理学视角观察周围事物,解决有关现象和实际问

题,初步形成相应的物理观念.教师在进行概念新授

课教学时,要充分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有目的地创

设生动具体的情境,引导学生从经验中概括,提炼事

物的共同属性,抽象事物的本质特征,实现从经验常

识向物理概念转变[1].
为了探索真实问题情境与初中物理教学的有效

融合,本文以苏科版八下物理“摩擦力”一节为例,

进行教学设计,以期提升情境化教学在初中物理概

念新授课中的作用.

1 教学目标

1.1 学情分析

本节课面向初二学生,学生已经学习了力、弹
力、重力等知识,能够初步从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

点三要素去分析力的作用效果.初步掌握了控制变

量法.在日常的生活中学生已经积累了很多摩擦现

象的事例,但大多缺乏较科学的分析.由于初二学生

的物理认知水平尚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其运算离不

开具体事物的支持[2],因此,教师需要创设真实的生

活情境,丰富学生体验,驱动学生主动思考,并将思

考所获运用到生活中去,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1.2 教学内容分析

“摩擦力”一课属于“力与运动”单元.本单元对

应2022年版课程标准内容一级主题“运动和相互作

用”下的二级主题“机械运动与力”.课标要求:通过

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弹力和摩擦力,认识力

的作用效果.探究并了解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哪些

因素有关[1].并在一级主题“实验探究”下的二级主

题中将“探究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的实验列为“探究类学生必做实验”.
从内容上看,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本节教材主

要包括认识摩擦力、探究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影响因

素和增大或减小摩擦力的方法3个知识单元(图1).
其中“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影响因素”是本

节重点知识单元;“认识摩擦力”是对重点知识单元

的铺垫引入;“增大或减小摩擦力的方法”是对重点

知识单元的应用和延伸.

图1 “摩擦力”一节的知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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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上看主要是运用控制变量法进行实验探

究[3],对应课程标准“学业质量”中的“能针对提出

的问题,运用控制变量法等制定比较合理的科学探

究方案”.
在上述内容和方法的处理上,可借助运动鞋来

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一方面运动鞋贴近学生生活,

是典型的生活实践问题情境;另一方面以运动鞋磨

损防滑为情境主线,可以有效串联承载3个知识单

元.实现生活实践问题情境向学习探索问题情境的

合理转化过渡.将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有机整

合运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1.3 教学目标确定

根据课程标准及教材内容,确定本节课的教学

目标如下:

(1)通过教师演示与学生体验,初步感受摩擦

力,利用毛刷实验,认识摩擦力的方向及作用效果,

初步学会定义滑动摩擦力;
(2)对生活中的运动鞋鞋底磨损情况进行模拟

再现,根据现象对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作出

合理猜想.在真实问题情境的驱动下,设计实验进行

科学探究.

2 教学过程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设计了以运动鞋为情境主

线的教学流程(图2),情境问题任务为:通过课程的

学习,运用学科知识,在图3中为自己或他人挑选1
双能有最佳运动表现的篮球鞋.

图2 “摩擦力”一节的教学流程

图3 供挑选的篮球鞋

2.1 创设情境 引入新知

2.1.1 趣味视频引入摩擦力,体验活动感受摩擦力

情境:观看有趣的视频“choosego”,内容为地

球停止自转,当人们得知“奔跑时脚下产生的力量能

带动地球让它恢复转动”,大批的市民开始放下自己

手中的活儿,聚集街头加入到往同一个方向奔跑的

行列中.最终,通过大家一致的努力,地球也慢慢出

现了转动的迹象.
问题:跑动过程中靠什么力带动地球转动.
接下来教师手上沾水,把手当成脚,在黑板上用

力推动手掌,一次推而未动,留下手印;一次推动,留
下手滑动的痕迹.

体验活动:将手掌按压在桌面上,向前推动,一
次推而未动,一次推动,感受摩擦力.

问题:摩擦力可分为哪几种?

最后如图4所示教师演示在木板上拉动鞋子,

一次拉而未动,一次拉动鞋子在木板上滑动,学生区

分两次摩擦力分别是静摩擦力还是滑动摩擦力.

图4 在木板上拉动篮球鞋

设计说明:上述设计旨在通过趣味的视频,引入

摩擦力.从视频到体验活动再到教师的演示实验,皆
以学生感兴趣的球鞋为情境,进行串联设计,从摩擦

力分类过渡到滑动摩擦力.
2.1.2 利用书本及毛刷,初步认识滑动摩擦力

对于力可从大小、方向和作用点进行认识,对于

滑动摩擦力方向的认识,很多教学设计是以毛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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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但学生较难认识到刷毛的形变弯曲方向为滑

动摩擦力的方向,为此我们进行了如下设计.
如图5(a)、(b)所示,教师利用书本进行演示,

学生回答问题.

图5 施力方向与形变方向的关系

问题链:(1)书本向哪个方向弯曲?
(2)手对本子具有向哪个方向的力?
(3)弯曲形变方向代表什么方向?

基于问题链促进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总结出弯

曲形变方向代表受力方向.
体验活动:学生利用手边的书本体验感受弯曲

形变方向与受力方向的关系.
体验活动:如图6所示,牙刷静止放置于书本

上,将牙刷按压在书本上,水平向右拉动牙刷运动,

请画出刷毛的弯曲情况;若向左抽动底部的书本,请
再次画出刷毛的弯曲情况.

问题链:(1)图6中拉动牙刷时滑动摩擦力朝哪

个方向? 牙刷相对书本向哪个方向运动?

图6 牙刷静止放置在书本上

(2)图6中抽动书本时滑动摩擦力朝哪个方向,

牙刷相对接触面向哪个方向运动?
(3)滑动摩擦力的方向与什么方向相反?

设计说明:由浅入深,从可知可感的拉力方向,

到暂不可知可感的滑动摩擦力方向,体会转化法的

妙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滑动摩擦力的方向.
2.1.3 归纳总结,定义滑动摩擦力

通过图7,引导学生总结归纳出滑动摩擦力的

定义:物体甲在物体乙表面滑动时,会受到阻碍物体

甲相对运动的力,叫做滑动摩擦力.

图7 总结归纳摩擦力的定义

2.2 设计活动 探究新知

2.2.1 模拟真实生活情境,引发学生主动思考

先观察不同学生的鞋底,比较磨损情况,畅谈鞋

底磨损的原因.让学生在地面滑行(或学生甲拉着蹲

着的学生乙在地面滑行),再现真实的生活情境.
体验活动:模拟鞋子在不同接触面上滑动时造

成的磨损情况 ——— 将石膏鞋放在鼠标垫上轻轻滑

动摩擦一次,在砂纸上分别轻压、重压滑动摩擦各一

次(图8).

图8 石膏鞋在不同接触面上留下的痕迹

问题:可以根据什么来粗略判断滑动摩擦力的

大小?

猜想一:请根据石膏鞋放在鼠标垫和砂纸上分

别轻轻滑动摩擦,猜想滑动摩擦力大小可能与什么

有关.并说出你的依据.
猜想二:请根据石膏鞋在砂纸上轻压、重压滑动

摩擦各一次,猜想滑动摩擦力大小可能与什么有关.
并说出你的依据.还有哪些生活经验支撑你的

猜想?

设计说明:通过对真实情境的模拟再现,让学生

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探索发现问题,初步学会判断

滑动摩擦力大小,为后续准确测量滑动摩擦力大小

作铺垫,驱动学生基于证据思考滑动摩擦力大小与

哪些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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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从生活实践情境向学习探索情境过渡

如图9与图10所示,分别用弹簧测力计拉动小

木块和鞋子,探究滑动摩擦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结合上述模拟活动,围绕以下4个问题启发学生思

考设计实验.
(1)如何测量摩擦力;

(2)如何改变压力大小;

(3)如何改变粗糙程度;

(4)如何研究其中一个因素对滑动摩擦力大小

的影响.

图9 弹簧测力计拉动鞋子

图10 弹簧测力计拉动木小块

2.2.3 合理设计实验进行科学探究

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设计实验表格如表1与

表2,进行实验,收集实验数据,分析总结得出实验

结论.
表1 探究滑动摩擦力大小与接触面粗糙程度的关系

实验

序号

压力

大小

接触面材料

(木板/毛巾/棉布)
粗糙程度

(大/中/小)
摩擦力

F/N

1

2

3

相同

木板

毛巾

棉布

  实验结论:在 相同时,接触面粗糙

程度越 ,滑动摩擦力越 .
表2 探究滑动摩擦力大小与压力大小的关系

实验

序号

接触面

材料

粗糙

程度

压力

(大/中/小)
摩擦力

F/N

1 木板

2 木板

3 木板

相同

  实验结论: .

2.3 总结反思 巩固新知

2.3.1 总结归纳

在实验基础上总结得出: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

接触面粗糙程度、压力大小有关.接触面越粗糙,压
力越大,滑动摩擦力越大[4].
2.3.2 反思改进

由前面图6展示的体验活动,先启发学生由图

11中的(a)到(b)再到(c)对本节课测量摩擦力的方

法形成整体认识.

图11 对测量滑动摩擦力的第一种方法的整体认识

接下来播放拍摄的学生测量摩擦力时弹簧测力

计示数不够稳定的视频,引导学生思考并产生改进

测量滑动摩擦力大小方法的需求.
再由体验活动中“抽动下方书本”实验出发,启

发学生按照图12中(a)到(b)再到(c)的思维路径,

分析思考出测量滑动摩擦力的另一种方法.

图12 对测量滑动摩擦力第二种方法的整体认识

最后让学生动手体验测量摩擦力的另一种方

法,在启发引导中感受思维方法的多样与巧妙,也与

课堂开始时的毛刷实验形成呼应.
2.4 拓展应用 升华新知

基于本节课学习,让学生完成本节课的情境主

(下转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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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到,单个弹簧、两个弹簧

串联及并联,实测的劲度系数的百分误差分别为

12%、3.5% 和7.9%.实验结果存在着一定的误差.
分析原因主要有手机位置的放置、弹簧位置放置及

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后续还需要对实验操作及

装置进一步改进.希望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与学生

共同完善修改实验方法,为教学突发情况、为信息化

物理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总结

运用智能手机进行实验,打破学生对于手机的

传统认知,加强学生利用手机进行学习的观念,增加

了实验的趣味性,激发了学生自己动手探究物理知

识的兴趣,促进学生自主探究的积极性,打破传统实

验的时间、空间限制,拓展了物理实验教学的灵活

性.总之,将智能手机融入物理实验教学中这一新兴

实验方法为物理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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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任务:在图3中为自己或他人挑选1双能有最佳

运动表现的篮球鞋.
在实际教学中,首先让学生在左边3双和右边3

双中作选择,绝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是左边3双中的1
双,也能够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角度给出合理解释.
左边3双依次是国产品牌李宁、安踏、匹克,右边3
双依次是国外品牌阿迪达斯、乔丹、安德玛,让学生

感受到中国制造的优秀之处,渗透爱国主义文化

教育.
接下来请班级体重较大的学生,结合学科知识,

学以致用地解释一下自己的鞋底为何容易磨损.将

学科知识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关注学生的体验、感悟

与实践.
最后让学生发散思考,鞋子的哪些设计是增大

摩擦力,有没有鞋子是为了减小摩擦力而设计的,它

采用了什么方法.

3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球鞋的挑选为情境主线,从初步认识

摩擦力,到模拟鞋子磨损,再到探究滑动摩擦力影响

因素等,侧重从“问题”“证据”“解释”3个要素构思,

通过一系列的问题设计,由浅入深,环环相扣,不断

加深学生对于滑动摩擦力的理解.
由情境任务的创设,将相对碎片化与孤立化的

教学内容,进行有效串联组织,驱动学生主动思考,

让学生对学习的内容形成结构化与系统化的认识,

收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基于真实问题情境驱动下的物理教学,可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从生活走向物理,在问题情

境中探索与发现知识,掌握技能,发展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是今后初中物理教学值得研究与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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