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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研究某个问题
,

突然在某一事物的启发下
,

引起相似性或相关性的联想
,

迸发出创造性 的新设

想
,

从而使 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

这种从其他相似性

或相关性事物中得到启示
,

迸发灵感的方法称为原

型启发
。

能够起到启发作用的事物叫做原型
。

阿基

米德受身子浸人浴桶时一部分水就从桶边溢出的启

发
,

解开了王冠之谜
,

并发现 了阿基米德定律
。

美国

核物理学家格拉塞尔受啤酒杯中一串串上升的气泡

的启发
,

发明了气泡室并荣获了 %& ∋∀ 年的诺 贝尔物

理学奖
。

由此可见
,

原型启发是科学创造 中一种十

分有用的方法
。

将原型启发的思维机制引入到物理

教学中
,

不仅能使物理教学与生活
、

生产实际的联系

变得更加密切
,

而且能使学生学会方法
,

有效地提高

创造性思维能力
,

优化思维策略
。

本文仅谈一谈原

型启发在解题中的一些应用
。

一
、

应用原型启发
,

突破解题难点

解题的过程就是还原物理模型 的过程
,

我们遇

到的新模型大多数是在 旧模型的基础上发展或变通

而来的
。

在解题 中应用原型启发就是依据新模型的

特征
,

通过思维想 象
,

将新模型 向旧模型转化
,

然后

借用旧模型发挥跳跃性想象解决新问题
。

细线的内能
。

「问题 %」如 图  所示
,

一 细绳跨 过一光滑 的定

滑轮
,

两端分别挂上质点为 ( 和 ) 的物体
,

且 ( ∗

)
,

( 静止在地面上
。

当 ) 自由下落 + 后绳子才被

拉紧
,

求绳拉紧的瞬间两物体的共同速度是多大 ,

〔分析 〕解答 此 题的难

点是 相 当一 部分 学生 由机

械能守恒定律得出
−

绳拉紧

的瞬 间 两 物 体 的 速 度 为

丫. ) 召入/ �( 0 ) #
。

这 说 明

学生不会 根据 新模 型的特

征将新模型转 化 为旧 模 型

或对原型一认识肤浅
,

理解

不透
。

若从原型一中得 到启示
−

当细绳从 刚拉直 到

刚拉紧的过程 中
,

由于受到冲量的作用
,

机械能是不

守恒的
,

而动量是守恒的
,

从而突破解题难点
。

由 ) 勺/万酥
1 �( 十 ) # − 可求得绳拉 紧瞬间两

物体的共同速度为
− 二 ) 甲厄百兀2�( 十 ) #

〔原型二」如图 ! 所示
,

用

长为 3 的细绳悬挂一个质量

为 ) 的小球
,

悬点为 4 点
,

把

小球拉 至 5 点
,

使悬线 与水

平方 向成 ! ∀∀ 角
,

然后 松 手
,

问
−

小球运动到悬点的正下方

6 时
,

悬线的拉力是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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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一 」高一教科书 中
“

细线会 不会被拉 断
”

�如图 % 所示 #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原型
。

引导学生在

做好实验 的同时
,

分阶段把握这一原型的特征是学

生建立相关新模型的基础
−

细线从刚拉直到拉紧的

过程中
,

由于细线不可伸长
,

作用时间很短
,

此时绳

子对重物的拉力远远大于重物 的重力 >重物 由于受

到冲量的作用
,

机械能不守恒
,

损耗的机械能转化为

%� 卷 ? 期�总 ? ! 期#

=分析」问题 % 为学生理解原型二的特征提供 了

物理模型
−

小球从 5 自由下落到正下方 ≅ 点时
,

绳

又被拉紧
,

此 时由于绳子 的冲量作 用
,

有 机械能损

失
,

与问题 % 不 同的是冲量不仅改变小球运动速度

的大小
,

而且改变速度的方向
,

使小球沿绳方向的速

度分量
− −

减为零
,

仅剩下切向分量
− , ,

从而形成新

的物理模型
。

小球从 5 自由下落到 Α 则
, 。。 二

丫厄丽
,

其切 向

分量
−

− % 二 − 。。。? !。
。 二

穿顾



从 ≅ 到 6 由于机械能守恒
,

可求得
−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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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往往是将绳 长不变 当作了

拉力 不 变
,

从而 形 成解 题

难点
。

这时若通过原 型三

启发
,

学 生就会恍然大悟
,

心领神会
。

应选 5
,

且进一

图 �

仁问题  〕如图 � 所示
,

长为 3 的轻绳一端系于

固定点 4
,

另一端系质量为 ) 的小球
,

将小球 从 4

点正下方 3 /� 处以一定的初速度水平 向右抛出
,

经

一定的时间
,

绳被拉直
,

以后小球将 以 4 为 圆心在

竖直平面内摆动
,

已知绳子刚被拉直时绳与竖直线

成 ∋∀
。

的角
,

求小球摆到最低点时绳所受的拉力
。

〔分析〕绳被拉直时速度怎样变化是解答 问题  

时难 中之难
。

原型二为解决 问题  提供 了思路
−

绳

刚被拉紧时
,

由于绳子拉力的冲量
,

使小球速度沿绳

方向分量
−  

变为零
,

有能量损失
,

因而不能对整个

过程应用机械能守恒定律
,

从而突破解题难点
。

二
、

应用原型启发
,

促进知识同化

有些知识若仅仅从概念
、

规律之 间的数学推导

上进行讨论和分析
,

学生似懂非懂
,

没有真正领悟
,

新的知识游离于知识框架之外
,

若这时利用学生熟

悉的原型进行启发
,

把新的知识纳人学生原有的知

识结构之中
,

许多问题就会迎 刃而解
。

步加深了对力的作用效果的理解
。

「原型四」生活中的杆秤

「问题 �」粗细不均匀 的木

棒
,

用线挂 于 4 点
,

使其 平衡

�如图 Ε 所示 #
。

若在 4 点截

断
,

两 段木 棒 的重 力 相等 吗 ,

大多数学生初解此题 时
,

根据

图 Ε

左段粗短
,

右段细长 的感性认识
,

错误地认为两段木

棒的重力相等
,

尽管用计算法证 明了两段木棒的重

力不相等 以后
,

学生们仍感到有困惑
,

这时若通过原

型四启发
,

困惑就很快解除
,

且对力与力矩的区别也

有了更深 的理解
。

三
、

应用原型启发
,

优化解题过程

有意识地用原型启发的方法创设学习情境
,

能

有效地引发学生的直觉思维
,

优化解题过程
。

Φ原型五〕单摆
。

此原型的最大特点是
−

在振动

过程 中具有以平衡位置为中心的对称特性
。

即两振

幅位置对称于平衡位置
,

且质点在平衡位置两边对

图 Γ

称的位置上
,

质点的速度
、

加速度
、

回复力
、

动 能
、

势

能的大小必定是相等的
。

=问题 ?〕如图 Γ 所示
,

一条 长为 3 的细线
,

上端

固定
,

下端拴 一个质量 为

) 的带 电小球
,

将它置 于

图 ?

=原型三」高一教科书提到

两人共提一桶水 �如图 ? 所示 #

两手臂间的夹角小些省力
。

根

据此原 型的特征
,

可先 建 立物

理模型
,

然后用 正交分解 法进

行定量分析和用平行 四边 形定

则进行定 性分析
,

再用 实验验

证
,

以加深学生对原型的理性认识 和对平行四边形

定则的理解
。

仁问题 ! !两根 等长的轻绳共 同悬挂一 个 重物

�如图 ∋ 所示 #
。

若使两绳间的夹角
Η

变大
,

则
5

、

绳的拉力变大

6
、

绳的拉力变小

≅
、

两绳拉力的合力变小

Ι
、

两绳拉力的合力变大

「分析〕有些学生认为 ≅ 正确
,

学生做错 的原因

? ∀
·

一匀强电场中
,

电场强度的大小为 ϑ
,

方 向水平
。

已

知当细线偏 离竖直位 置
Η

角 时
,

小 球处 于平衡状

态
,

如果使细线的偏角从
“
增大到 月

,

然后将小球由

静止开始释放
,

尹角应为多大才能使 细线到达竖直

位置时
,

小球的速度刚好为零 ,

仁分析」如果先 由能量守恒定律列出方程
,

然后

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三角 函数变换
,

求得 召二  。 。

这样做计算过程很繁杂
,

并且很 有可能会搞错
。

但

如果放开思路
,

打破常规
,

抓住小球从 5 点释放后
,

将在 5
、

6 两振幅位置之间来 回振动的特征
,

联想到

重力场单摆振动这一原型
,

根据两振幅位置对称于

平衡位置
,

无需计算
,

凭直觉思维 即可得出正确的结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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