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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提高物理课的教学质量 ?需要探索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

认真分析物理课的知识结构

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的阶梯
,

对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试以
“
动量守恒定律

”
为例

谈谈我们怎样进行阶梯设计的
.

一
、

设计的准备

1
.

教学 目的
:

牢固掌握动量守恒定律
,

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实验及处理数据获得正确结论

的能力
。

2
.

教材知识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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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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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静止物体反碰撞的动量 变化 (括页图 7 一 2 、

3)))))

3
.

学生实际
:

一般学生学习本单元时困难较大
,

错误较多
。

主 要 间 题有
:

( 1 ) 对动

量的矢量性理解不深
,

矢量减法运算不熟练
; ( 2 ) 对二个物体相互作用前后的动量及变化

认识模糊
, ( 3 )对动量守恒定律的适用条件不甚理解

,

在运用此定律解决实际问题时往往不

作分析
,

乱代公式
; ( 4 )不善于处理实验资料

,

不会从对
“ 照片

”
的定量分析中获得结论

。

上述间题可归结为
:

部分教材的台阶跨度较大
,

学生对探求规律的方法生疏
.

二
、

教学阶梯的设计

1
.

第一教时
, “ 动量变化 ” 的教学

为使学生能从实验过程中
,

体会两个物体相互作用前后动量的改变
,

教学时应先介绍实

验装置
,

并作定性演示
,

使学生有必要的感性认识
.

根据学生研究方法生疏的实际
,

对实验 I 的分析可采用小跨度阶梯
:
介绍实验装置

、

过

程— 读数— 计算 V
、

P

— 画出矢量图— 小结
.

由于学生对矢量差运算 (尤其是二维情况 ) 不熟悉
,

所以在分析实验兀前应补铺阶梯
,

讲述矢量减法的运算
.

实验 I
、

丁的分析与实验 I
、

I 的分析颇为相似 (实验万是课本 p
.

2 21 习题 ( 2 )
,

频

闪照片为图 7 一 8 ) 为进一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发展分析实验的能力
,

可采用师生结合或

学生课后的独立分析实验
,

得出结论的办法
。

教学阶梯设计如下
:



相互作用物休的动量变化挽律

相互作用的物体的动量变化总是大小相等
,

方 向相反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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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小结
:

针碰时
, △P

: = 一 A P
:

画 出运动机迹
,
浏量计其

,

作 矢量图 针碰 夏
,

…
特珠

定性演示料碰实验

二维 矢量的减法运算 : P, 一 P二 P, + ( 一 p )

小结
:

不同情况
,

相 同结论
: △p

: = 一 △p :

正碰

反硅撞

} 简介实脸过程
,

引导学生分析

}
,

J
、

结 :
, 互作用的 两物体

: △ p :

一
△ , :

计算相互作用前后速度及动 量变化
,

作 矢量 图

从照片中读数 : 位移
、

时间

介绍 实验装置
,

进行定性演示
,

分析两物体作用前后 状态
。

从实例 引入
:
两个物体相互作用

,
它们的动量会发生变化

△P
; = △ P几一 P : , △ P

: = P今一 P
l 。

2
.

第二
、

第三教时
: “ 动量守恒定律

” 的教学

动量守恒定律是实验定律
,

本节在分析上节实验结果的基础上
,

先引入系统
、

内力
、

外

力的概念
,

得出实验成立的条件多 再进一步概括表达实验结论 ; 最后说明大量的观察实验都

遵循这一规律
.

通过这三步台阶
,

既复习
、

巩固了上节内容
,

又扩展 了知识
,

使学生逐步认

识到上节实验结论的条件和结论的普遍性
,

水到渠成
,

总结出动量守恒定律
。

定律得出以后
,

再进而分析这一定律与动量定理在研究对象
、

适用条件等的异同
,

并运

用这一定律去分析
、

解释一些现象加探对定律理解
。

还需安排一节习题课
,

以着重培养学生应用定律解题的能力
,

掌握解题规律
.

教学阶梯设计如下
:

决实际问题运用定律解
习题课

小结 : ( 1) 应用 定律解题的步骤
,

(2 )解题时要注意
:

条件
,
矢量性

恒定律动量守

定律的应用
:

对定律的理解
:

( 1 )定性分析
,

解释现象 ,

( 2) 举例 定量计算
。

( l) 与动量定理 的比较 ,

(幻 定律的普遮意义
。

挽律,

衅飘北
动量宁恒 定律

: ( 1) 条件 ,

( 2 )结论
。

产

分析物体相互作用的大量观察经验
实脸础基

实验结论的另一种表述
: P = 常量

实验结论成立的 条件 : 系统不受外力或外力合力为零

分析上节实验事实
,

引入 系统
、

内力
、

外力的棍念



初中物理第二册教学基本要求及建议 (续)

第三章 热 量

一
、

教材分析与教学要求

杯苏省苏州市教研室

热的方法原理
。

最后安排了用量热器测定铜

的比热的学生分组实验
,

目的是使学生初步

练习用量热器测定物质比热的方法
.

热量和比热是热学的基本概念
。

本章就 通过以上分析
,

可以看出本章教材中的

是在简单热现象的知识的基础上来研究热量 主要概念有热量
、

燃烧值和比 热
,

主 要 公

和 比热的初步知识
。

式有计算 热量 的 公 式 Q吸 = c m (t 一 t 。 ) 及

全章教材可以分为两个单元
, 1一 3 节 口放 = `

诫 t
。 一 )t 和表示热 量 交 换 的 公 式

为第一单元
。

本单元教材首先从学生 已经学 Q吸 = 口放
,

主要实验是测定铜 的 比热
.

热

过热传递的基础上直接提出热量的概念
.

通 量与温度学生容易混淆
,

比热概 念学 生 难

过对 日常生活中给水加热的分析
,

引入了热 于理解
, 比热单位学生往往写错

.

测定物质

量的单位
“
卡

” 。

由于物体降温和燃料燃烧 的比热实验一般不易做好
,

这些内容是本章

都可放出热量
,

教材又从实例出发引入了燃 的难点
。

烧值概念及其单位
。

物体放出或吸收热量的 本章的教学要求是
:

多少不仅同物质的多少和温度变化的大小有 ( 1 ) 建立初步的热量概念
,

掌握热量

关
,

还与物质本身的热学属性有关
。

教材从 的单位 ,

“ 1克别的物质温度升高 1 ℃吸收的热量是 ( 2 ) 掌握燃烧值的概念及有关计算
,

否也是 1卡
”
这个间题出发

,

并通过实验的 ( 3 ) 掌握比热的概念和单位
,

了解比

分析
,

引入了比热的概念和单位
。

教材列出 热是物质的重要特性之一
;

了几种物质的比热表
,

说明比热是物质的特 (4 ) 掌握公式 O吸 = 诩 (t 一 t 。 ),

性之一
。

4 ~ 6节为第二单元
.

这三节内容 Q放 = 。二 (t
。 一 )t

,

Q吸 二口放
,

并会 用 这三个

安排在比热之后
,

目的是使学生逐步地加深 公式计算热量
、

比热等问题
,

对热量和 比热这二个概念的理解和学会有关 ( 5 ) 初步掌握测定物质 比热的乡挺渔方

的计算
。

教材通过三个例题分别得到了热量 法 , 了解误差产生的原因
。

的计算公式和热量交换的计算式
。

比热的测 本章课时建议
: 1一 2节为一课时 , 3

定一节通过一个实例说明了用混合法测定比 ~ 6节各为一课时
;
复习一课时

.

我们在本单元教学中
,

根据教材结构及学生实际
,

采取补铺缺梯和运用小跨度阶梯等措

施
,

减小了学生学习中的困难 , 同时对难度较大的教材及实验 I
、

万采用师生结合和独立分

析的教法
,

提高了学生探索的兴趣
.

通过这样的教学
,

学生对动量守恒定律掌握较好
,

理解

得较深刻
,

对从实验入手
,

分析资料
,

从中总结出物理规律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培养
。

物理教学中的阶梯设计
,

就是在教学中把反映科学知识的逻辑顺序和学 生 智 力发展的
“
序

”
结合起来

,

合理施行教学
,

教师要认真研究教材知识结构
,

深入了解学生实际
,

合理

安排教学内容
,

按认识规律引导学生一个台阶
、

一个台阶地攀登知识高峰
,

并在这一过程中

不断发展 自己的能力
.

这个问题不管教师主观上是否认识
,

在客观上总是存在的
,

重要的是

如何使台阶更合理更科学
,

以使教学更富有成效
。 “

抛砖引玉
” ,

以期引起注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