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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对学生物理概念的理解、探索精神的养成及物理学习兴趣的培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习题讲

解过程中如能选择性地创设实验情境,通过实验手段将其中的物理情景直观化,可以让我们的物理课堂变得更加

充实、易懂、可信且具有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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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的物理习题教学中,往往偏重于理论讲

解和知识技能的训练,学生学习兴趣容易受到影响.
提高习题讲解的有效性取决于教师采用的教学策

略.实践证实,习题讲解过程中采用情境教学,使习

题中的物理情境通过实验手段再现,把物理过程直

观化,有助于扭转当前物理教学中“理”脱离“物”的

倾向,避免在物理教学中过多侧重于脱离实际、主观

臆断的纯解题技能训练,有助于物理教学回归其本

源,有助于学生良好学科素养与完善品格的形成,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有助于学生养成严谨、踏实的优良

作风[1].因此,教师不仅应该在理论上承认物理实验

的重要意义,而且应该在实践中真正贯彻和开展以

实验为核心的教学活动.作为物理教师我们可以设

计一些仪器简单、省时省力、现象明显的演示实验来

阐明概念、解释规律,让我们的物理课堂更加充实、

易懂、可信且具有趣味性.本着真正从高中物理学科

发展着想,我们要让物理实验回归,创设实验情境,

优化习题教学.
案例一:力的合成与分解

【例1】两面竖直墙面距为d,一根长为L的轻绳

图1 力的合成与分解

系于墙上A和B两点(B高

于A).质量为m 的物体通

过光滑的轻小滑轮挂在绳

上,如图1所示.
若将B 点沿墙上、下

移动,则绳的拉力大小将

如何变化?

  解析:在力的合成分解里面这是一道偏难的题

目,理论分析如图2所示.

图2 力的分析

由图可得出:mg=2Tcosθ,根据角度的几何关

系可知,在移动B 的过程中,L 和d 不变,所以θ不

变,拉力T 也就不变.但是学生很疑惑:在B 点向上

移动的过程中,滑轮真的会一直沿着CA 方向向上

移动吗,θ真的不变吗? 好像跟生活经验相差比较

大.
为了打消学生的疑虑,我们可以按照题目所讲

的情景设计一个实验当堂演示.如图3所示,用6块

钕铁硼磁铁3个一组将绳子固定在黑板上,滑轮上

挂一个重锤,记录下此时滑轮的位置以及两个拉力

的方向[图3(a)].将右侧的绳子向上移动两个位

置,同样记录下滑轮的位置和拉力的方向[图3(b)、

3(c)].我们选择其中两个位置,做出力的平行四边

形[图3(d),3(e)],可以看到,左边段绳子拉力沿同

一个方向,右边段绳子拉力是平行关系,即θ一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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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变,说明拉力不随B 点位置移动而改变.

图3 当堂演示的力的合成与分解实验

案例二: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是分析研究复杂的曲线运动

的一把钥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同时也是历来学

生难以理解、教师难以讲解的内容,这里面的原因很

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在实际教学中理论讲

解偏多,动手实验较少,要想让学生充分理解运动的

合成与分解还是要眼见为实.
【例2】如图4所示.水平直尺左端钉着一只图

钉,图钉上用细线挂着一个小球.现用一根细杆从线

的左侧靠着固定直尺下边缘向右匀速缓慢滑动,小
球同时被竖直细线拉动,则(  )

A.小球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分运动均为

匀速运动

B.小球水平方向做匀速运动,在竖直方向做匀

加速运动

C.小球的运动轨迹为一条倾斜的直线

D.小球的运动轨迹为一条曲线

图4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这道题来自于必修2“曲线运动”这一节,对于

刚接触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同学来说,这道题错误

率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开发一个简易的实验器材

在课堂上进行演示.如图5所示,用三块钕铁硼磁铁

将尺子固定在黑板上,挂有小球的绳子缠绕在尺子

上面,叫两位同学,一位同学用圆珠笔沿着尺子向右

缓慢移动(可近似看作匀速),另一位同学用粉笔沿

着小球的位置记录下小球的轨迹,最后将这些点用

线连起来.任选一点画出vx,vy 以及平行四边形.

图5 课堂上演示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圆珠笔向右匀速滑动时,我们可以看到小球总

在圆珠笔的正下方,所以小球在水平方向是匀速运

动.而沿着尺子的绳子在水平方向是匀速伸长的,则

竖直方向的绳子就是匀速缩短的,所以小球在竖直

方向上是匀速上升的,即小球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

向的分运动均为匀速运动,而且由于绳子不可伸长,

所以vx=vy,画出分速度和合速度的平行四边形,可

以知道tanθ=vy

vx
=1,合速度v的方向始终不变,小

球的轨迹是一条倾角为45°的直线,理论推导和实

验结果一致.
扩展1:在图4的情形中,如果让圆珠笔沿着直

尺做变速直线运动,小球的轨迹会是什么样呢?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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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做出速度的平行四边形,然后求出θ角的正

切值后做出猜想.实验结果验证:依然是一条倾角为

45°的直线.
扩展2:请同学们总结一下以后如何判定一个

合运动是直线还是曲线? 结论:做出速度的平行四

边形,观察θ角在下一时刻是否发生变化,如果两个

分运动的方向是相互垂直的,我们还可以通过定量

求解θ的正切值来判断合速度的方向,比如平抛运

动,假设在时刻t合速度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θ,则

tanθ=vy

vx
=gt
v0
,随着时间的增加,θ变大,所以平抛

运动是一个曲线运动.
虽然这样一个简易的小型试验让这道题多花费

了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效果是直观的,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更是经过动手实践过的,

俗话说:“听来的忘得快,看到的记得住,做过的才真

会.”[2]

案例三:体会物体惯性与质量的关系

惯性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惯性的大小反映

在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难易程度,仅跟质量 m 有

关,这一点学生比较难理解.
将一玻璃杯近乎盛满水,拧紧盖子并水平放置,

其中有一个气泡.当杯子匀速移动时,气泡将如何移

动? 当杯子突然向右(或向左)做加速运动时,气泡

在杯子内将向何方运动?
这道题来自于《物理·必修1》“牛顿第一定律”

这一节.此题旨在考察和巩固学生对惯性知识的理

解和运用,但是从批改作业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

都是无法用分析瓶中水的运动情况来判断气泡的运

动情况的.我们可以先举一个学生非常熟悉的例子,
当人坐在静止的车里,车突然启动,由于惯性人身体

会向后倾.如果车里坐的不是人,而是盛放的水,启
动和刹车将会如图6所示.

图6 启动和刹车观察水瓶中气泡的运动

拿一瓶纯净水,让一个学生在班级直接演示这

道题的情景,由于水泡运动时间很短,直接观察有难

度,我 们 把 实 验 过 程 用 视 频 录 制 下 来,然 后 用

Kmplayer软件将视频的每一帧图像都提取出来,从
中选取了3个不同位置的图片如图7所示,可以很

清晰地看到水泡在加速启动时向右运动,减速停止

时将向左运动.这个时候我们再奉上理论解释,学生

就会更加信服.水瓶向右加速时,由于惯性水和气泡

都具有保持相对地面静止的本领,但是对于相同体

积的水和气泡来讲,显然水的惯性更大,也就是保持

静止的本领更强,于是在启动时水会有一个相对于

瓶子向左运动的微小过程,类似于图6中的启动阶

段,气泡在水的作用下将会被挤到右边,也就是我们

看到的相对瓶子向右运动.如果气泡周围是一种密

度小于它的物质,比如周围充满了氢气,则在瓶子向

右启动时,气泡一定会向左运动.通过理论讲解,再
配合以实验演示,可以让学生明白惯性就是保持之

前的运动状态不变的本领,质量大,惯性大,这种保

持的本领就强.

图7 启动和停下水瓶中气泡运动的视频

物理习题,从原则上讲都应该是能够为实践或

实验所证实的物理过程或结论,即使部分习题所描

述的情景比较难实现,我们还可以借助于仿真物理

实验室[3].实践证明,习题讲解如能配合演示实验进

行研究,将情境教学引入到习题的讲解中去,定能激

发学生钻研物理习题的极大兴趣.“千言万语说不

清,一做实验就分明.”[4]实验对于物理课堂教学的

作用可见一斑.习题教学情景化避免了传统习题教

学“老师讲,学生听”的枯燥模式,极大地提高了习

题教学的有效性.另外本文前两个例子都用到了一

种强性磁铁 ——— 钕铁硼,钕铁硼磁性材料,作为稀

土永磁材料发展的最新成果,由于其优异的磁性能

而被称为“磁王”.将钕铁硼和教室中磁性黑板相结

合就像是在黑板上加了一颗能随时移动的螺丝钉,
可以将部分演示实验由水平面转化为竖直面进行立

体呈现,大大增加了实验的直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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