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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与时间关系”一节新课的教学导入设计时,从现实生活引入,启发学生思考,

体现了新课程的理念,拓宽了学生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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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和时间的关系”是人教

版《物理·必修1》的第二章第三节,是在学习了速

度与时间关系后开始研究的第二个运动学规律.作

为最简单的变速运动,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学习将为

认识其他更复杂的运动创造条件.本节课的基础地

位还体现在方法和能力培养方面,第一次用“面积”

来处理图像纵坐标对横坐标的积累效果,这些都是

今后用图像分析物理问题所必需的.

1 教材对这节课的处理方法

教材提供了一份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测量记

录,来引导学生讨论:怎样根据测量记录中的数据求

出该物体运动的位移? 希望学生能从上节课学习的

匀速直线运动位移与vt图像中矩形面积的对应关

系出发,猜想匀变速直线运动是否也有类似的关系.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充分认识猜想在科学发展和

科学课程学习中的作用.所以本节课的思考和讨论

是教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教师在组

织学生讨论时要强调是“估算”,并要鼓励学生积极

思考,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
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不要盯在最后的公式上,而

要关注得出公式的过程.所以本节课的重点是:要引

导学生用极限的思想方法来处理,最后得出求解匀

变速直线运动位移的公式;本节课的难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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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

验较常用的一种实验方法.要想科学地完成对比实

验,需要控制变量.变量是指在实验中可以发生变化

的因素.控制是对比实验的灵魂,控制的目的是对

比,实验中变量控制的好坏决定着对比实验的成败.
本节课的实验及教学设计成功地剥离了多个变量的

干扰,通过隐性地控制变量,不仅使教学脉络简单、

层次分明,并且体现了物理实验的效力与内涵.同

时,探究实验中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是通过实验获

得的,这样做符合探究实验逻辑:利用感应电流的磁

场方向,通过安培定则,得出感应电流方向.

3.3 重构教材资源是高中物理生态化课堂教学的

趋势

高中物理生态化课堂教学是指物理教师整体协

调与组织课堂教学系统内外诸多要素,主动开发和

利用教材资源,营造对学生有意义的真实情境,组织

有利于学生的实验操作、实践活动.教学过程中教师

根据自己的理解,赋予教学内容以新的内涵,同时学

生也将自己的理解与教师的理解结合,再将其内化

为自己的知识.这样的教学内容不再是书本上的死

知识,而成为学生自己的活知识.这样的教学过程可

以有效地促进学生达成物理教学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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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合理的手段让学生想到用极限的方法来证明自己

的猜想是否正确.

2 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教材对于这节课的设计是,由匀速直线运动的vt
图含义猜想到匀变速直线运动的v t图的含义,给

了学生很大的启发;对于匀变速运动位移规律的探

究过程,用无限逼近的方法,最终证明图像的含义,

也很好地体现了新课程学生自主探究的理念.
但在实际上课过程中,常常发现学生的想法并

不是按照我们(教材)预设的思路进行.对于如何求

运动物体的位移,笔者就碰到学生直接给出用图像

围成的面积计算位移的结论.对于如何利用表1中

的数据估算整段运动物体的位移,学生往往也有自

己不同的想法.例如:有的学生提出用0和1两个计

数点的瞬时速度求平均去替代0和1两点间的平均

速度,再乘以0和1时间间隔求位移;还有的给出以

1的瞬时速度去代替0和2两点间的平均速度,乘以

0和2间的时间间隔去求位移;当然也有学生提出书

本上所给出的方法.如果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充分

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对上面的猜想都一一展开,这对

于整堂课的时间和重点把握都是有影响的.
表1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实验数据

位置编号 0 1 2 3 4 5

时间t/s 0 0.1 0.2 0.3 0.4 0.5

速度v/(m·s-1) 0.380.630.881.111.38 1.62

3 改进后的教学设计

对于以上情形,不得不反思一下我们的引入过

程,用匀速直线运动的vt图来类比的课题引入,有

没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发散,“聪明”

的学生马上“理解”了老师的意图,自然很快得出

“有用”的结论.其实这样的教学过程并不是我们的

本意,是不是学生的“错”呢? 抑或是他们太“聪明”

了? 这也许是很值得我们教师思考的问题.所以笔

者考虑是不是可以不用匀速直线运动的vt图来限

制学生的思维,而是从一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入手

来引入本堂课的教学.

基于以上两个实际教学中“特殊情况”的出现,

我们对本节课的教学设计进行了如下改进.

3.1 实际问题引入

视频:汽车在某段平直公路上行驶时,速度计指

针随时间变化(如图1视频截图).每隔10s截取一

个瞬时速率值并把它显示在一副vt图像中(图2).

图1 汽车速度计视频截图

图2

3.2 提出方案深入探究

提出问题:如何通过反映在v t图中的运动情

况估算60s中汽车行驶的路程?

学生方案:(学生可能会出现前面所提到的“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以3种情况为例)

有用初时刻瞬时速度代替整段平均速度的;有

用末时刻瞬时速度代替整段平均速度的;也有用初、

末瞬时速度求平均值代替整段平均速度的.
教师总结:对于学生提出的想法给与充分肯定.

各种方法求出的位移大小都比较接近.联系各种情

况在图像中的含义(图3),即看成一段段匀速直线

运动图像,观察后发现,3幅图形有点不同,但形状

面积都比较相似.估算结果也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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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提出问题:如果我们每个5s取一个瞬时速率

值,那么估算结果会不会更加准确? 图形又会有什

么变化呢? 给出电脑中生成的图像(图4).

图4

学生观察得出:如果时间单元取的越多,时间间

隔越小,各种估算形式也越准确.通过vt图也发现

各种不同估算方法的图像形状也越逼近同一个图

形.
教师总结:各种方案中,求出的位移大小都为各

种图形中“跳跃式”矩形的面积之和;如果时间单元

取的足够多,各种估算方法都可以统一到v t图像

中描绘运动的曲线包围的面积,即变速直线运动物

体位移大小(图5).对于匀变速直线运动中描述运

动的斜直线(图6),它和时间轴间围成的面积当然

也表示物体的位移.

图5

图6

3.3 实验数据验证

经历以上探究过程,学生得出了匀变速直线运

动在v t图像中的含义.展示课本在第二章第一节

留下的一个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实例 ——— 小车在重

物牵引下做的匀加速直线运动.
教师提示:可否利用实验时的纸带和vt图像,

从实验数据上对以上理论推导结论进行验证?

学生方案:纸带上某两个点的距离即小车在该

段时间内运动的位移大小,可由直尺测量出;v t图

像中包围的面积可以由梯形面积求得.将两个数据

进行比对.从实验上证实v t图中位移含义.

3.4 推导位移时间公式和简单应用

由v t图中梯形面积代表位移,推导出位移时

间公式

x=v0t+12at
2

公式中位移x 为矢量须强调.给出例题说明公式的

简单应用和矢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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