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思维梯度 � 降低教学难度
王 � 争

(浙江春晖中学 � 上虞 � 312300)

� � 物理对高一新生而言,是一门比较难学的学科;

难学在于思维的要求比其他学科来得要高, 高中三

册的物理的数学内容呈现先难后易的特点, 高一物

理的章节教学内容同样呈现先难后易的特点, 高一

物理的章节教学内容中, 第一章�静力学 难度最大,

其思维特点是: !要求高、跨度大、难度足∀,由于教学

难度过大,思维要求过高,在新生中出现两极分化的

倾向,有的学生因此对学习物理失去兴趣,直接影响

高中以后三年的学习。

在教学中, 适当增加思维梯度、降低教学难度,

可有效地避免此类情况出现。

一、降低教学难度,控制好三个一

学生刚接触物理,对物理中许多思维方法还不

适应,在这一阶段教学,控制教学难度要强调宁易勿

难,具体操作做好三个一。

图 1

1. 仅限于对一个物体受力分析。

在我们的新老教师眼中, 对一个物体进行受力

分解好比小学里的 1+ 1那么简单,往往在备课过程

中,情不自禁地增加难度, 如在讲授摩擦力的时候,

有的教师从适当增加学生思维强度的角度的出发,

会给出如图 1 这样的题目, 问: 当推力逐渐增加, 物

体仍保持静止时, 分析物体的受力情况, 殊不知, 对

学生来说,此题是一道大难题,因为学生一不知道作

用力与反作用力,二不熟悉物体平衡的多解性,要完

整地回答此题确实不易, 此类题型应该有意回避。

图 2

� � 2. 仅限于对物体的一个力分解。

物体的受力分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平行四边

形分解,另一类属正交分解。属平行四边形分解的,

一般受力数量控制在三个力,如图2,重力沿两绳子方

向进行平行四边形分解。属正交分解的,受力在正交

方向上的数量多少不限,不属正交方向上的数量要控

制在一个力,如图 3,在正交方向上, 有重力、支持力、

拉力、摩擦力4个,而非正交方向上,只通过定滑轮的

拉力一个,仅限于对非正交方向上的一个力的分解,

可有效地降低教学难度,避免问题的复杂性。

图 3

3. 仅限于对物体的一个解求解。

受力物体的合成相对于分解来说,要来得容易,

一般来说,力的合成,属正向思维,仅一个解;而力的

分解,属逆向思维,要考虑多解。如分解一个力见图

4,已知一个分力的大小和另一个分力的方向,求二

分力的大小和方向。解此题要考虑到, 沿已知一个

分力方向的直线与以另一个分力大小为半径的圆,

存在相割的情况, 可以画二个平行四边形, 存在二

解,此题的难度在于: 思维的可逆性与结果的多解

性。此难度不是一般同学可以接受的, 只有少数的

思维活跃,考虑问题仔细的同学才能掌握,此题可以

图 4

来的快乐。特别是取得一定成绩后,会激发学生更

高的创新热情, 使学生的个性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利

于创新能力的提高。

总之,在物理教学中实施创新教育, 任重而道

远,激发创新意识是基础, 训练创新思维是关键, 发

展创新能力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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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中复习阶段使用较适宜, 到那时,一方面学生有

一定的物理基础知识, 另一方面考虑问题的深刻性

和广阔性也得到一定的训练, 解题会水到渠成、迎刃

而解。

当然降低教学难度, 不是绝对地限于只对一个

物体进行受力分析、只对一个力进行分解、只求解一

个解, 而是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接受程度, 循序渐进,

逐渐加深

二、增加思维梯度 � 设计阶梯问题
阶梯问题又称台阶式问题,就是把思维跨幅较

大的一个问题通过思维幅度较小的几个问题来代

替,达到同样预期教学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 台阶式

问题是一种减小教学难度、增加思维梯度、激发学习

兴趣的一种有效方法。

图 5 图 6

� � 1. 台阶式方法之一 ∃ ∃ ∃ 拆分法:

拆分法即把物体受多个力的作用拆分为一个

力、一个力的作用, 然后再合并求解的方法。如图

5,求粗糙的斜面上,一个长方体木块受一个水平推

力的作用,在斜面上运动, 求: 木块所受摩擦力的大

小,此题的难点是影响摩擦力大小的正压力涉及重

力的分力与 F 推力的分力, 降低此题教学难度, 可

以作以下的拆分: 第一步,如图 6所示,长方体木块

在平行斜面的拉力作用下,向上运动,求重力对摩擦

力的影响, 这就不难得出结论: f = �mg sin�。第二

步,如图 7所示,长方体木块受一个斜向下的推力,

向右运动,求木块所受的摩擦力,这个要求比第一步

稍高,稍作分析: 可得结论: f = �( Fsin�+ mg )。第

三步,再来做原题,学生对题目难度的感觉自然会降

低。

2. 台阶式方法之二 ∃ ∃ ∃ 演变法:

通过形式变化本质不变, 把原来学生不熟悉的

形式演变成同学们熟悉的形式的方法。如图 8、

图 7 图 8

9、10三题, 这三题的共同点是受力图一样, 从本质

上讲,三题是一样的;从形式上讲,图 8最简单、图 9

稍难、图 10难度较大。从作业或考试试卷上来看,

错误率最高的是图 10, 原因是此题最容易被经验所

干扰。通过此种方法, 可以有效地解决一些错误率

图 9
图 10

较高的题目,同时也是一种激发学生思维,探索科学

奥秘的有效途径。

3. 台阶式方法之三 ∃ ∃ ∃ 递进法:

把一道题中所包含的知识点,从易到难,从简单

到复杂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予以解决的方法。如图

11所示, 物体受一水平拉力, 处于静止状态, 此时绳

子与竖直方向成�= 30%,问: ( 1) 物体受几个力的作

用? ( 2) F 与T 的合力大小是多少? 方向如何?

( 3) 用平行四边形法画出 F 与T 的合力。( 4) 已知

G,求各力的大小。( 5) 当 �= 37%时, F 与 T 的大小

等于多少? ( 6) �= 45%, F 与T 的大小又等于多少?

( 7) 当平行四边形法,判断当 �增大时, F 与 T 的大

小变化如何? 一题多问的优点在于: 已知条件的信

息比较少,学生极易接受, 思维梯度十分明显、坡度

比较平缓,学生不知不觉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静态

到动态的过程, 一步一步地掌握了各知识的要点。

如果单独看第( 7)小题, 这是一道动态的复杂的分析

题,如果就题而题来解题, 极易发生两极分化,使少

部分基础不扎实的学生不能理解、不能掌握相关的

知识要点,无形之中,增加了学生学习物理的难度。

图 11

以增加思维梯度、降低教

学难度来提高教学效益, 其方

式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上面所介

绍的几种, 而是多种多样的, 不

同的教师会有不同的思想火

花、不同的教学形式, 但不管其

形式变化如何, 其本意是一样

的,我们的教学要使学生学得愉快, 学得自然,在学

习中培养兴趣,在学习中激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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