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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题讲评课是初中科学课堂教学中一种常见而又重要的课型,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许多教师对习

题讲评不重视,致使课堂低效,甚至无效,本文结合“简单机械”实际教学案例,对初中科学作业有效讲评进行了一

些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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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枯燥无味的习题讲评课变得生动有

效? 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1 解剖典例 追溯误区 提高针对性

错例客观地反映了学生在相关的知识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因此,要选择学生错误率高的题目及有代

表性的错题,通过对学生错误的分析,找准出错原

因.一般有审题不细、没分析出隐含条件、基本知识

与技能掌握不牢、相似知识混淆“张冠李戴”、基本方

法没掌握、非智力因素导致的错误等.教师要对知识

的“易混点”、“易错点”,能力的“盲点”、“生疏点”等

重点讲解.必要时还要让学生动手实验,以强化理

解.
【例1】用如图1所示的滑轮组提起重物(不计

绳重和摩擦).
(1)当物重为180N时,机械效率为60%,绳端

拉力为多少?

(2)当提起240N 的重物时,使重物上升了3

m,则绳端拉力所做的功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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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速率为v3,在同步轨道上的速率为v4,3个轨道

上运动的周期分别为T1,T2,T3,则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A.在P 点变轨时需要加速,Q 点变轨时要减速

B.在P 点变轨时需要减速,Q 点变轨时要加速

C.T1 <T2 <T3

D.v2 >v1 >v4 >v3
解析:卫星在椭圆形轨道的近地点P 时做离心

运动,所受的万有引力小于所需的向心力,即

GMm
R2
1
<mv2

2

R1

而在圆轨道时万有引力等于向心力,即

GMm
R2
1

=mv2
1

R1

所以v2 >v1.同理,卫星在转移轨道上Q 点做向心

运动,可知v3 <v4;卫星在圆轨道上做匀速圆周运

动,线速度v= GM
r
,可知v1>v4,由以上所述可

知D选项正确.由于轨道半径R1<R2<R3,由开普

勒第三定律R3

T2=k(k为常量)得T1<T2<T3,故

C选项正确.答案为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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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2)小题解答中很多学生出现这样典型性

错误:

W 有 =Gh=240N×3m=720J

W 总 =W 有

η
=720J60% =1200J

笔者在作业讲评时就把学生的错误解法板书写

在黑板上,提问学生此解法是否正确,如果错误,错

误的原因又是什么? 刚开始时学生认为公式使用等

都没问题,然后笔者让学生间互相讨论,学生立即明

白了机械效率的高低会随着提升物体的重力的改变

而改变,所以当物重G=240N时,机械效率不再是

60% 了.

所以,作业讲评一般不侧重于知识的系统性,而

是强调其针对性,作业讲评不必面面俱到,而应根据

作业批改后的统计情况,重点解决一些比较典型的

错误,这些问题需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学生讨论和

探究,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归纳总结,以便加深对

物理概念、规律的理解和掌握,给学生进一步动手、

动脑的机会.

2 注重思维 讲清方法 形成自生性

学生有的题“不会做”(包括一点都没做的“空白

题”),往往不是相关的概念与规律没掌握,而是对

“生题”不会分析,弄不清题目的物理过程及知识间

的联系,从而产生思维障碍.因此,教师讲评时要舍

得在分析题意及已知条件、未知条件、物理过程与状

态、待求物理量等方面下功夫.分析透彻了,相应的

物理过程及知识联系清楚了,学生也就有了解题的

思路,再选择恰当的方法求解即可.

【例2】如图2所示,轻质杠杆两端悬挂同种材

料制成的大小不同的金属球时,杠杆平衡.把它们同

时浸没在水中,杠杆仍然平衡,则

A.两球都是实心的    

B.大球实心,小球空心

C.大球空心,小球实心   

D.两球都空心,且空心部分体积相同

在做这样类型的题目时,学生对于杠杆平衡的

条件已经滚瓜烂熟了,但只会列出一个类似公式的

式子,再接下来,大部分的学生就不知道怎么进行下

去了,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这个时候学生缺的

不是知识,而是思维和方法,所以,需要引导学生对

每个情景都利用杠杆平衡的条件列出平衡式,也许

一开始并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等到这些式子呈现

在面前时,学生就有了新的高度,慢慢也就有了突

破.在这样的突破中,学生思维能力就得到了长足的

提升.

图2

古人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不仅要

传授给学生知识,还应在讲评时针对学生的实际情

况,重视解题思路、解题方法和解题技巧的指导,引

导学生阅读题中关键字词,挖掘题目中的隐含条件,

传授给他们学习方法,培养他们学会学习的能力.

3 利用变式 拓展延伸 增加灵活性

当教师不厌其烦地讲解错题时,学生懂的是题

目本身,订正的是题目答案,而题目对应的思维方式

学生是否真正地形成了呢? 我们经常看到,学生今

天订正对了,题目稍有变化还是会按原来错误方法

解题或者还是不会解题,这说明学生的思维方式并

没有发生改变,思维偏差并末得到矫正.思维偏差仅

靠讲解分析是难以修正的,必须通过自身的内化修

正,所以教师要善于利用变式教学,让学生融会贯

通,达到做一题、学一法、会一类、通一片的目的,培

养学生举一反三的发散思维能力和举三归一的聚合

思维能力.

【例3】力F 的方向始终与杠杆垂直,如图3所

示,则杠杆由A位置匀速运动至B位置的过程中,力

F 的大小将 (填“不变”、“变大”或“变小”).

变式1:如图3中A 端施加始终竖直向上的力

F,在将杠杆从A位置匀速提到B 位置的过程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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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又将怎么变化?

变式2:如图3中A 端施加始终水平的力F,在

将杠杆从A 位置匀速提到B 位置的过程中,力F又

将怎么变化?

图3

在对习题变式时,不要只局限于试题本身,也可

以围绕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和规律进行展开,通过

讲评或练习,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教师讲

评时不妨抓住某一类型题中的小问题“小题大做”,

通过改变条件、“颠倒”条件、添加条件、“移植”条

件、合并条件等让原题“变脸”,充分引导学生思维发

散,训练思维的灵活性和广阔性,达到让学生触类旁

通、掌握一类题的目的.

4 自主纠错 促进反思 提高主动性

认真批阅完作业,课前及时对学生作业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归类”和“归因”,对学生作业中出现的

典型错误记录,并分析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所在.学

生作业批改后必须及时反馈给学生,这个时候学生

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望最为强烈,可以充分利用学

生对问题在头脑中的记忆表象,及时自主纠错.多数

学生对作业出现的疑问或困惑不都是在教师讲评后

才弄清的,而是自我反思解决的,讲评时让学生自己

先纠错和反思,效果可能比教师讲评更好.

所以要求学生拿到作业后先对照错误进行自主

检查,首先弄清错误的原因,知道哪些题目是由于审

题不清、解题不认真导致的错误;哪些题目是由于物

理概念和规律模糊、混淆而导致的错误;哪些题目是

无从入手,确实不会做.其次要求学生查询资料或同

学间讨论,将错题用色笔订正旁边,并说明错误的原

因.

下面是一位学生在一次作业中的自主纠错和反

思的案例.

【例4】如图4所示,O 为支点,在A 端施加一个

力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则这个杠杆

A.一定省力       B.一定费力

C.不省力也不费力  D.都有可能

错误原因:力臂不一定就是支点和力作用点的

距离,动力作用在A 点,当动力方向发生改变时,其

力臂也要发生改变,所以本题动力臂不一定是 OA,

动力臂有可能小于阻力臂OB.

错误答案:A,正确答案:D.

图4

总之,讲评课是知识的再整理、再综合、再运用

的过程,是培养与提高学科能力的有效途径.发挥讲

评课的诊断作用,及时帮助学生查漏补缺.习题能

够及时检测到每个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和能力水

平,习题还可以显示问题出在何处,教师就能根据

习题反映出的情况对症下药,讲评就能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在讲评课中恰当地设计问题,不断促进学

生动脑、动手的练习环节,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只有当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真正得到了激发和提高,这样的讲评课才是真正

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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