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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

作为中学课程的主要学科
,

要让学生学好

它
,

教师不仅要讲 好抽象 的理论知识
,

更要把这些
“

抽象
”

的物理知识
“

形象化
”

�通过实验
、

类 比
、

推理

和举例等∀
,

在教学 中给学生建立起
“

形象
”

的
“

物理

模型
” ,

使学生在进行抽象的逻辑思维的同时
,

能
“

形

象
”

地观察和理解好有关 的物理现象
,

培养其形象的

思维能力
,

以此引起中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

收到 良

好的效果
。

现仅从三个方面浅谈一下这个问题
。

利 用好实验

中学物理教材 中编人了若干学生实验和教师演

示实验
。

如果教师能充分利用好这些实验
,

可使抽

象的物理知识形象地展示在学生面前
,

使 学生通过
“

形象
”

观察加深
“

抽 象
”

理解
,

掌握教材中的知识 内

容
。

例如
,

在
“

通 电导体在磁场 中受力
”

的教学中
,

教

师就要首先做演示实验
#

把一段导体放人 马蹄形磁

铁中间
,

让学生看到没给导体通电时
,

导体没有相对

磁铁的运动
,

而通 电时
,

学生立 即会看到导体相对磁

铁运动 了�向内或向外 ∀
。

这时可提问学生
“

通 电后

导体为什么运动 了 ∃
”

学生不难答出
# “

通 电导体在磁

场 中受到了力的作用
。 ”

这样就 由学生讲 出了本节 的

重点 内容
。

收到如此效果
,

在于上课 时教师把抽象

的理论首先通过实验
“

形象
”

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

再如
,

教 材 中使学生感到难 以 理解 的
“

楞次定

律
” ,

教师若只是重 复十遍定律 内容
,

可能学生根本

听不懂
。

但若教师上课时
,

就用条形磁铁
、

线圈和电

流表等作出实验
,

在使磁铁一端靠近 �或远离 ∀线 圈

时
,

让学生看到与线圈连接的电流表的指针在摆动
,

说明线圈内有感应 电流产生
,

并可通过电流表表针

摆动的方向
,

判断出线圈中感应电流的方向
,

以此推

出感应 电流的磁场与引起感应电流的磁场之间的相

互关系
。

这样就容易使学生理解定律
# “感应电流的

方 向
,

总是要使感应 电流的磁场
,

阻碍引起感应电流

的那个磁场的磁通量的变化
”

的含义
,

使其中的
“

总

是
”

和
“

阻碍
”

两词变得生动形象起来
,

学生不仅能理

%  

解好
“

楞次定律
” ,

同时能解决好感应 电流方 向如何

判断的实际问题
。

由上述两例不难看出物理实验的作用
。

作为物

理教师作好教材 的实验并不是 简单地完成任务
,

而

是在于使
“

抽象
”

的定理和概念
“

形象
”

地表现出来
,

激发学生的兴趣
,

使其 能深刻理解
,

加强记忆
,

牢 固

掌握所学物理知识
。

类比与推理

有些学生难以理解的物理定义和概念是无法通

过做实验 �或说不容易做实验 ∀直接可 以看到的
,

怎

样使这些抽象的问题形象化
,

这就要用类 比和推理

的方法
。

如中学物理 中的电场
、

磁场
、

万有引力等 问

题
,

就要用这种方法
。

下面仅 以
“

电场
、

电场强度
”

这

节课来说明这方面的教学实验应该怎样开展
。

在
“

电场
、

电场强度
”

这节课中
,

一般教材都讲了

电场是一种
“

物质
” ,

为什么能把这种看不见摸不着

的
“

假设
”

说成是一种物质呢 ∃ 这是使学生费解的问

题
。

那么如何把这个 问题在课堂上形象地展示出来

呢 ∃ 教师在讲课时不能简单地叙述教材 中的内容
,

可以做 以下的演示和讲解
。

首先让学生用手直接触

摸桌面上的书并推一下
,

看到书动了 & 而后不用手直

接接触书
,

而是手握直尺的一端让 直尺的另一端接

触书的一个边
,

用力推一下直尺
,

学生会看到书也动

了 &接着教师用手推一下门
,

学生会看到门因受力而

被推开了 &然后
,

再手握黑板擦 的一端
,

用黑板擦的

另一端去推门
,

学生会看到门也被推开 了 & 这时
,

学

生便会理解到门是通过 中间物质

—
黑板擦被推开

的
。

这便在学生面前展现 出物质 的相互作用
,

具有
“

直接接触和通过中间物质作媒介间接接触
”

这两种

情况 的具体
“

形象
” 。

接下去教师可用毛皮擦过的橡

胶棒去吸纸屑
,

当学生看 到橡胶棒离纸屑还有一段

距离便被吸起时
,

教师应 抓住 时机提问
# “ 纸屑与橡

胶棒没有直接接触为什么能相互作用呢 ∃
”

这时学生

不难答出
# “

在纸屑和橡胶 棒之间
,

也存在着类似刚

才看到的书与手
、

门与手之间
,

起中间媒介作用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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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

教师这时抓住时机再补充一句
# “

我们就把这

种中间物质叫做
‘

电场
’ 。 ”

课堂教学进行到这里
,

学

生便会接受和承认
“

电场
”

这种特殊物质的存在
。

达

到如此效果
,

全靠我们利用 了类比
、

演示和推理
,

使
“

场
”

这个难以理解的特殊
“

物质
” , “

形象
”

地展现在

学生 面前
。

讲到这里学生还会提 出
“

电场既然是一

种物质
,

为什么看不到摸不着呢 ∃
”

这时教师可反 问

学生
# “

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是否不存在 ∃
”

学生的回

答一定是否定的
。

教师再举例
# “

喜玛拉雅 山你没看

到
,

却照样在那屹立着
,

世界上最长的河流

—
亚马

逊河你没见到
,

却在南美州大地上奔流不息⋯ ⋯
”

从

而阐明世界 上的物质是不依赖我们的意志而客观存

在的
, “

电场
”

也是这样
。

电场这种物虽然不能直接

看到
,

但可根据它与别 的物体的相互作用 �如带电体

之间的相互作用
,

带电体吸引小的物体等 ∀的现象去

间接地认识它
,

由浅人深地理解它
,

所 以说
“

电场是

存在于电荷周围的一种
‘

特殊
’

物质
” 。

这样进行教

学
,

不仅使学生承认了电场是一种
“

物质
” ,

同时通过

类 比和推理使学生
“

形象
”

地理解了为什么说
“

电场
”

是一种
“

特殊物质
” 。

联系身边的生产和生活实际举例

对物理教学 中
,

某种不便于做实验和不能做实

验的问题
,

也可通过联系身边的生产和生活实际
,

举

例子打比方
,

就可 以比较生动
、 “

形象
”

地说明你要讲

授的那些
“

抽 象
”

的物理知识
。

例如
,

在讲
“

电场强

度
”

时
,

教材中尽管通过定量
一

讨论后
,

得 出结论
# “

放

到 ∋ 点的电荷受到的电场的作用力
,

跟它的电量 的

比值
,

是一 个 跟 放 在该 点 电荷 所 带 电量 无 关 的

量⋯⋯把这个量叫做电场强度
” ,

学生还是不容易理

解
“

是一个跟放在该点电荷电量无关的量
”

这句话的

物理意义
。

若这时
,

给学生举一个 曾在童年时听到

的故事
# “

一头黄牛来到河边
,

正要涉水过河
,

老鼠慌

忙跑来警告说
# ‘

不能过
,

水太深
。

刚才我的几个孩

子过河时
,

都被水淹死了
’ 、

老黄牛不 听劝阻
,

照样

往前走
,

到河心时说
# ‘

河 水并不深
,

还不到膝盖
’ 。 ”

讲到这里
,

学生显然会 明白
,

河水某处的深浅是一个

不随动物大小而变化的恒量
,

并不能因测试它 的动

物大就浅了
,

测试它的动物小就变深了
。

若把
“

电场

强度
”

比作河中某处某时刻的深度
,

把检验电荷比作

测试水深的动物
,

便能使学生很
“

形象
”

地理解到
“

电

场中某点的电场强度是与放入那点电荷所带电量无

关的量
” 。

又如
,

初学物理 的学生对一些物理量的单位 容

易混
,

常常写成 ( 焦耳 的力
,

或 ) 牛顿的功
,

在纠正

学生作业的错误时
,

教师可提出让学生去买
“

( 米食

盐
” 、 “ ) 斤布

”

做
“

一辆衣服
”

来 穿
,

学生听到这些驴

唇不对马嘴的话
,

一定感 到好笑
。

接着立即提 出学

生作业中物理量之间单位混淆 的错误
,

使他们认识

到错误的严重性并引起高度重视
,

留下深刻印象
。

再如
,

在学生刚学习有些是
“

矢量
”

的物理量时
,

总是与
“

标量
”

区分不好
,

对这个问题可在上课时问

学生
# “

去粮店买粮食时说
‘

买 向北那个方 向的大米

∗ ! 千克
,

买向东那个方 向的油 ) 千克
’

对不对 ∃
”

这

样便可一下激起学生 的兴趣
,

意识 到此时关心的是

物质的质量
,

而质量是
“

标量
” ,

是没有方向的
。

接着

可让学生考虑
“

一人乘车走 了 ) !! ! 米
”

这句话是 否

完整
,

学生显然会提出是 由什么地方乘车
,

向哪个方

向走了 ) 千米 ∃ 因为走 了 ) 千米是
“

位移
” , “

位移
”

是
“

矢量
” ,

只有大小没有方向是无法说明其具体情

况的
,

也就不可能知道那 个乘车的人到哪里去
。

可

见
,

对于是
“

矢量
”

的物理量
,

只知道大小
,

不知道方

向是不行的
。

要使人们理解新的知识
,

总是要用 已知的旧知

识去对新知识加以说明
。

利用学生身边的生产生活

常识
,

有时恰好能生动地
“

模拟
”

出
“

形象
”

的
“

物理模

型
” ,

并激发学生的兴趣
,

使学生理解所学物理知识

的含义
,

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何乐而不为呢
。

“

教学方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识领域
,

触

及学生的精神需要
,

这种 教学方法就能起到高度有

效的作用
。 ”

�赞可夫 ∀
。 “

物理
” ,

是从形形色色
、

变化

万千的物质运动中
“

抽象
”

出来的一 门科学
,

我们在

教学时
,

也只有把这
“

抽象
”

的规律 �知识 ∀
,

再还原成

物质运动的
“

形象
”

化的形态
,

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
,

触发学生的兴趣
,

使学生爱物理
、

学物理
。

教学实践

中
,

能够做好实验
、

搞好类 比推理和联系身边生产
、

生活实际进行举例
,

是我们物理教学 中可提高学生

学习成绩的一种好方法
,

也是物理课
“

形象化
”

教学

的关键所在
,

做好 了不仅 能使 中学生能学好物理这

门课
,

同时也能对其他学科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
,

对

于有效地培养学生
“

形象思维能力
” 、

开发学生的智

力以及学生将来的发展都大有益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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