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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成果·摇篮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传统的教育理论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

教学实践，而引进的多种现代教育理论，在给我们带来启示与借鉴的同时，尚难

以通过与中国教育实践的整合形成体系。所以，努力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就

成为深化教育改革的迫切任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指出，进一步提

高我国基础教育水平，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一方面是推进教育公平，促进义务教

育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是提高教育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国基础教育的

规模发展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接受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但是接受保证教育质量的机会公平问题依然突出，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已经从规

模发展转向内涵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成为今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

提高教育质量，重要途径是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基础教育将

以继续深化课程改革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基础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不断提

升教育的整体水平。

中国的教育事业正伴随着社会的变化经历着艰难的转型。教育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有着这么多的利益相关体，引起社会这样广泛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人们借鉴国内外各种教育理论，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教育问题；更

没有像今天这样，每一种教育主张的提出，都会产生多种反响，引起不同的评价。

这是社会转型期活力的张扬，也是社会转型期发展的困惑，归根结底是对教育工

作者如何正确地回答中国面临的诸多教育问题的挑战。历史经验证明，由于社会

转型期提出的教育问题最多，所以，也最需要和最可能有一批教育工作者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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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进行回答，能够回答其中一个或者几个问题的人，就是教

育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是最需要和最可能产生教育家的时代。中国是世界

上学校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需要教育家办学当然不是只需要几个人，我们期待

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正视当前教育存在的问题，都努力从自己的岗位上用革

新者的姿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创造突出的业绩。这是当代教育工作者的历史

使命与责任担当。

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理念与实践的引领与示范，转型期的教育事业发展更需

要理念与实践的引领与示范。优质教育归根结底是优质学校和优质教师进行的教

育，素质教育归根结底是高素质学校和高素质教师进行的教育。基础教育要聚焦

于学校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

教育是科学，教育是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修炼。这套丛书的出版目的就是搭建一

个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展示广大教育工作者改革与创新的成果，使其成为促进

教育家成长的摇篮。

我祝贺它的出版，希望它能成为教育工作者的朋友，为我国新世纪伟大教育

目标的实现增添一份助力 !

2015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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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物理，明日之技术。”从智能手机、iPad 到“神十”太

空对接、“常娥”三号探月，无不说明：物理重要，物理有用。中学

物理教学作为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适应未来经济

和信息社会的创新型人才的过程中，承担着其应有的责任。

然而近几年，高三毕业生高考加试物理的人数不断减少，“物理，

想说爱你不容易！”不少高中毕业生感慨地说。他们普遍认为“高

中物理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仔细审视当前高中物理教学，笔者

深感改进的空间很大。

如何才能使物理这个学科变得“可敬、可亲”呢？三国的诸葛

亮云：“仕者思明君，学者思明师。”今天的读书人，多么盼望遇上

谙熟教育规律，能循循善诱而不急功近利的“明师”！

“明师”善教，善教者，授之以渔。“明师”能教给学生探究学

问的“钥匙”。

作者认为要走出“误区”，必须让高中物理教学回归本真，“误区”

到底“误”在哪里？需要追本溯源，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述；而且

要对走出“误区”提出可操作的“招数”，支招就要支实招，提高实效！

本书集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与教训，以“学”定“教”，把“学”

与“教”两者结合起来，让你走出“高中物理‘难学’‘难教’”的

误区。为此，本书直面问题，直面高中物理各个方面有关“学”与“教”

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提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建议，力图给师

生一把开启高中物理“学”与“教”的钥匙。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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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手中有“物”，胸中有“理”，目中有“人”

——走出“高中物理教学难”误区的“三要诀”

当一个人选择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都是期望不仅做一位好教师，而且

还要成为一位让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可的优秀教师。

然而近几年，有关“高中物理难教，高中物理难学”的感慨声不绝于耳。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句话出自《论语·学而篇》，宋朝的朱熹曾经

有过一个解释，用今天的话说：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做人

做事的原则也就有了。

如何走出“高中物理教学难”的误区呢？笔者认为，走出“高中物理教学难”

的误区，就要落实“三有”：手中有“物”，胸中有“理”，目中有“人”。

第一节  手中有“物”

一、手中有“物”，才能使物理教学成为“有源的活水”

譬如，学习“振动图像”时，就可以从做“砂斗振动实验”开始。

把漏斗吊在支架上，漏斗里装满细砂，让它在一个固定的竖直平面内振动，

同时沿着跟振动垂直的方向匀速拖动下面的硬纸板，从振动漏斗中漏出的砂流在

纸板上形成的曲线，显示出摆的位移随时间而变化的规律，如图 1-1 所示。

有的教师认为，学生已经在数学课程中接触到了正弦函数图像。其实，物理

学科与数学学科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学习高中物理，对于抽象的数学图像必须

赋予明晰的物理意义。“嘀嗒嘀嗒——按时间展开”，必须与砂斗的振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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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周期、1/2 周期、3/4 周期、1 个周

期一一对应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做

到言之有“物”，以“物”论“理”，

这样的物理课才有“物理味”。当学生

明确了这些物理过程中的“细节”，初

步了解了“振动图像”的意义，这时

如果打出幻灯片，在时间轴上标出几个表示不同时间的小闹钟，在纵轴（位移轴）

上逐个标出砂斗的不同位置，这样才能让学生容易理解“位移按时间展开”的物

理意义。

现行教材在“简谐振动的图像”一节的一开始就讨论弹簧振子振动情况的“频

闪照片”，平心而论，学生第一次接触复杂的机械运动，因为它是往复运动，对

频闪照片的说明会带来新的“复杂性”。如果一开始先演示前述的极易做到的“砂

斗振动实验”，先突破一点：振动图像反映“同一振动质点的位移与时间的对应

关系”，让学生对“位移按时间展开”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

再讨论课本上弹簧振子振动的频闪照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有的教师认为，新教材中没有这个“砂斗振动”的演示实验。其实，我们物

理教学的设计、实施既要依据课本，更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引用彼得·德鲁

克的话：“做正确的事永远胜于正确地做事。”

★手中有“物”，要求物理教学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笔者推崇“瓶瓶罐罐当仪器、拼拼凑凑做实验”的做法。

在学习牛顿第三定律时，让学生做一个纸飞机，怎么让纸飞机自己向左转？

中学生都有一种自我实现、获取

成功的愿望和需要。使学生产生一种

“学习成功”的情感体验，形成积极向

上的乐学心态，可提高课堂效率，如

图 1-2 所示。

结合生活实际

2013 年 7 月 24 日，一列高速列车

(a) (b)

10 20 30 40 50cm

O

O

图  1-1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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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首府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附近脱轨，造成78人死亡，

130 余人受伤，酿成了西班牙近 40 年来最严重的铁路交通事故。大难不死的列

车驾驶员承认，在经过这个限制时速 80 公里的危险弯道时，列车的时速竟高达

190 公里，如图 1-3 所示。

υ>υ0 时，mυ2/r>     mgtanθ（填“>、=、<”），轮缘受到              的

挤压力（外轨向内），如图 1-4（a）所示。

υ<υ0 时，mυ2/r>     mgtanθ（填“>、=、<”），轮缘受到              的

挤压力（内轨向外），如图 1-4（b）所示。

图  1-4

F
G

FN

E O

G

FN

E O

F

（a） （b）

图  1-3

（a） （b）

二、手中有“物”，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捏住两条塑料片，自然下垂，微微张开，放在大姆指与四指之间，当手指向

下擦过塑料片时，怎么不是合拢而是分开？让学生亲自体验，引起“悬念”，如

图 1-5 所示。

例如，在学习竖直平面的“圆周运动”时，教师可先做一个演示实验，如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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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让小车从斜轨上释放能绕整个圆周运动；然后，继续演示：让放置一个粉

笔头的小车从同样的高度释放下来，小车连同粉笔头一起都能绕整个圆周运动，

学生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小车到达圆环的最高点的瞬间，小车内的粉笔头却不掉

下来！产生了认知冲突，激起了学生的探索欲望，调动了学生的潜在意识，投入

学习研究物体做竖直平面内的圆周运动及其规律。

【课例】  如图 1-7 所示，圆形导线框的平面与磁铁的上表面保持垂直，而与

磁铁的端面保持平行，从 N 极上表面 A 位置移动至 S 极上表面 C 位置，要求判

断该过程中穿过导线框的磁通量变化的情况。大部分学生容易认为 A、C 两处磁

感强度较大，因此磁通量最大，由于 B 处磁感强度较弱，因此磁通量最小。此时

不如做个实验，应用微电流传感器的电流方向和楞次定律就可以得出 A、C 两处

磁通量最小，B 处磁通量最大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令人震撼的，学生一定会产生

从理论——磁感线分布的角度来“探个究竟”的强大动力。如果实验有困难，可

以用多媒体动画来演示，比如波的干涉，这比凭空说教更深入人心。

众所周知世界杯足球赛的精彩就在于“悬念”。在物理教学中“悬念”是一

种认知的张力。“悬念”引起的思维往往具有深刻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性、

敏捷性，而这些都是创新性思维的特征。

★手中有“物”，让学生亲身体验

到底是拉力还是压力？高一学生在分析三角支架的受力时经常会遇到困难，用

铁丝做一个简易装置，让学生亲身体验斜杆、水平杆的受力情况，再给予理论分析。

在学习“力的分解”时，给每人发一套简单仪器：砝码（50 克）一个，铅

笔一支（一端带一个图钉），橡皮条一根，如图 1-8、图 1-9 所示。

h

图  1-6图  1-5 图  1-7

A
B C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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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 1-9（a）与图 1-9（b），感受铅笔对手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三、手中有“物”，才能体现“重视物理知识发生的过程”

★手中有“物”，才能使物理课有“物理味”

如图 1-10 所示，矩形线圈 abcd 由 n=50 匝组成，ab 边长 L1=0.4m，bc 边长

L2 =0.2m，整个线圈的电阻 R=2Ω，在 B=0.1T 的匀强磁场中，以短边中点的连线

为轴转动，ω=50rad/s，求：

（1）线圈从图示位置转动 90°过程中的

平均电动势；

（2）线圈转过 90°时的瞬时电动势。

研究电磁感应现象，用马蹄形磁铁和日光

灯启动器外壳也能进行探究实验。

如图 1-11 所示，转动马蹄形磁铁，支架

上的启动器会跟着转了起来，为什么？

教师们要引导学生多关注一些热点问题

和重大社会现象，如石油泄漏、陨石坠落、核

泄漏问题、太空授课等，引导学生注意从物

理走向社会。相信大家都记得那节精彩的太

空授课：北京时间 2013 年 6 月 20 日上午 10

图  1-8 图  1-9

(a) (b)

O
F1

F2F

O
F1

F2F

图  1-10

cb

a d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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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神十”航天员在太空给地面的学生讲课，

航天员进行在轨讲解和实验演示，并与地面上

的师生进行双向互动交流，如图 1-12 所示。

我想宇航员们之所以精心准备了这节物理实验

课，是因为他们充分理解物理学习需要这种经

历，教师们一定要鼓励学生在课后多多关注此

类新闻。

第二节  胸中有“理”

从一副对联说起

据说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时，有一天同一些文人学士去游西湖。

当他们泛舟湖上吟诗作对游兴正浓时，有个歌女提着一把锡壶给苏东坡斟酒，不

慎将酒壶掉入湖中，于是有位文人当即作了一上联，联曰：游西湖，提锡壶，锡

壶掉西湖，惜乎锡壶。满船游人叫绝。但你望我，我看你，无人应对，苏东坡左

思右想，也无下联。大家只好不欢而散。从此，这一联语便成了千古绝对。

笔者最近听到现在在高中生中流传的一副对联，上联就是九百多年前这一与

苏东坡有关的残缺对子：

游西湖，提锡壶，锡壶掉西湖，惜乎锡壶；

下联是现在的高中生所作：

听物理，如雾里，雾里看物理，勿理物理。

笔者作为一名物理教师感触良多。

物理、生理、地理、心理、伦理、哲理、管理……都有一个“理”字，何谓

“理”？规律也。

物理之“理”，自然指物理学的科学规律。作为物理学科教学，“理”还包括

物理学科的教学规律和学习主体——学生的认知规律。探究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

当然不能停留在“眼见为实”的“感性”层面。一根筷子插入盛水的玻璃杯中，

见到杯中的筷子被“折”成两段了。其实，这时“眼见为‘虚’”，就要靠理性的

图 1-12  “神十”航天员王亚平在
失重情况下进行太空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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