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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人教版
“

瞬 时速度
”

教 学 为 例 ， 分析 了 该 节 内 容并提 出 了 比 较 中 的 近似 、 精确 中 的极限 、 应 用 中

的 替换三种科 学研究方 法 ， 并以 知识 为 载体 ， 运 用科 学方 法 引领 思 维路径 ，研究概念 的 形成 ，对 学 生进行

科 学方 法教育 。

关键词 ： 概念教 学 ；科 学 方 法 显化 ； 瞬 时 速度

瞬时速度是高 中物理常见的概念之一 ， 它 的表现＿

、教材分 析

形式多样且应用广泛 。 形式 的 多样性决定 了这一概瞬 时速度 与速度
［

１
］ 概念一起被安排在第

一

章
“

运

念的普遍性和基础性特点 。 教学实践表 明 ， 瞬 时速度

是－大教学魅 ，她突碰
－难点是ｒ大

－

线義
鮮均賴 ，在糊＿定义法给■賴表达式

教师关心 的问题 。 笔者从显 化科学研究 方法这
一

角
＝

１
之后 指 出 ： 速度 的 方 向 就 是物体 运动 的 方 向 。

度进行 了讨论 ， 与广大同 行探讨交流 。在分析 了
“

运动 的快慢不
一定是时时一样 的

”

后 ， 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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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概念 了 解之后 、 学 习 摩 擦力 规律特性 之前进参考文 献

行 ， 有助 于学生理解 ；适 合学生使用 标准化仪器在实［ １ ］ 胡 明 ？ 淺谈 实 验在物 理教 学 中 的 重 要作 用 ［ Ｃ］／ ／基础教

验室条件下进行科学探究 ，最后宜采用制表或画 图 的育 理论研究 论文 精选 （上卷 一＞ ？ 北 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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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基本因素 。 了解 了这些基本 因 素 以后 ， 教师就究
［
Ｄ

］ ． 济 南 ： 山 东 师 范 大 学 ， ２０ ０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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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科学思维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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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物理研究的重要途径 ，培养 良好的 实验技
［ ６ ］ 刘 详玉 ？ 新课 改 下 高 中 物 理 实验教 学模 式 的 探 索 与 评价

能与科学素 养对 于物理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 的作
「 ｎ

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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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用 ’ 因 此教师应该 明确实验 的 目 标 ’ 了解 实验 的神［ Ｊ ］ ． 物 理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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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与各类实验的特征 ，并且能够把控设计头 验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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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通过指标的分析将所设计的 实验有效地融于理论［Ｄ ］ ． 合肥 ：合肥 ｉ 业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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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 ，促使学生知 识与 技能协同 发 展 ，才 能从真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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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速度只 能粗略地描述运动的快慢
”

，随 即给 出 了

瞬时速度需要被 引 人的必要性 ， 教材认为
“

为 了 使描

述精确些 ，可以把 Ａｉ 取得小
一些 ，物体从 ｉ 到 Ｇ＋ Ａ０

这样 一个较小 的 时间 问 隔 内 ，运动 快慢 的 差异 也就 小

－些 。
？ 越小 ， 运 动 的描述就越精确 。 当 以 非 常非ＢＢＳＥＳＳ

＾—乂

常小时 ，我们把＃称作物体在 时刻 《 的 瞬时速度
”

。？ １

＾表 １ 滑块通 过光 电 门 Ａ 时 的 数据记录

在随后的一节 中利 用打点 计时器测量瞬时速度 ，但教
———－̄

遮光 片 的经过 光电 门 Ａ 的平均速度
材对极限法 的具体操作过程语焉不详 。

Ａ ，ｎ４ ｎ Ａ
，

－

ｕＭ宽度Ａｉ／ｍ时 间Ｍ／ ｓＶ （ｍ
？
ｓ

仔细分析这样 的教材 编排就会发现有 以下几个


０ ． １ ０００
．
２６ ３０

．
３ ８

问题值得商榷 ．

？ 首先 ， 运 动 的方 向 与 位移方 向 处理 比


０ ． ０ ７４０
．
２ １ １０

．
３ ５

较模糊 ，分析其原 因在 于 这一矢量式 ，从该式０
．
０ ６ １〇

．１ ８ ５〇
．３ ３

出 发得到 的结论是速度 的方向 与 物体位矢增量 即位
〇

＿
〇 ４２

＾
°

－
３ ２

移的方向
一

致 ，与 教材 中运动方 向
一致 的说法有较大 丨０ ． ０ ３０〇 ． ０ ９ ３° ￣ ３ ２

出人 ；其次 ， 不做任何铺垫就从极限 的思想 出 发 ， 直接比较表 １ 中 的数据可知 ， 在遮光片 的宽度不 断变

由 平均速度定义式得到 瞬时速度概念的 过程过 于抽小的情况下 ，
Ａ 点 的平均速度值在不断变小 ； 当遮光

象 ，学生难以理解 ；再次 ，教材 只是简单给 出 了瞬时速片 的宽度小于 ６ｃｍ 时 ，
Ａ 点 的平均速度 变化不是特

度 的计算办法 ，并未从方法论 的 角度进行说 明 ， 科学别 明显 。 这说明 在误差允许的范 围之内 ， 位移和时间

方法显化 的力度 不够 。 与之 配套的 教师教学用 书 要的变化是同步的 ， 当 小到一定程度时 ，平 均速度 的

求 ： 能在具体问题的描述 中正确使用平均速度和 瞬时值趋于稳定 。

速度 的概念 ，并能够进行相应 的计算 ； 在讨论平 均速在研究过程中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列 表处理 ， 目 的

度和瞬时速度关系 的过程 中初步体会极限 的思 想方在于 比较 。 基于此 ，学生在分析 比较所得结果 的过程

法 ，让学生在多次接触极限思维方法后悟 出 其 中 的道中才能够真正 明 白 近似的 含义 ，这就将教材 中抽象的

理 。 这样的教学方法导致联 系 知识的科 学方法 之间语言叙述化为 了可感知 的 亲身体会 。 通过实 验数据

的逻辑被打破 。 科学方法涉及的不是物质世界本 身 ，来驱动学生对于概念的学 习 ，有利于学生对平均速度

是人们认识物质世界 的途径与方式 ， 是高度抽象 的 ，公式的理解 ，也为 理解瞬时速度的概念搭建好 了思维

科学方法并不直接 由学科知识 内容直接表达 ，而有它的脚手架 。 但是不论怎 样 ，这依然属 于近似 ，实验 的

自 己 独特的表达方式 ， 它 比概念 、
定理 、 定律和公式这结果与 Ａ 点瞬时速度在理论上的 真值仍 然有

一定的

类知识更加 隐蔽和抽象 ［
２
］

。
针对 以上问题 ，笔者认为差距 。 因而 ，进一步提 出 精确 中 的极 限法 。

以科学方法 为主线进行物理概念教学 ，有助于学生的２ ． 精确 中 的 极限法

理解 和应 用 。瞬时速度是一个矢量 ，要深刻理解这一概念 ， 需

二 、 彰显科学方 法的 瞬时速 度 教学要深人研究其大小 、方向及其与平均速度的关系 。 平

１
．
比 较 中 的 近似法均速度是与过程对应的量 ， 瞬时速度是与某

一

位置或

如前所述 ，平均速度 的 引 人是为 了更好地定义瞬某
一时刻相对应的 量 ， 在一个具体 的 时刻 ，运动 的物

时速度 。 如 图 １ 所示 ，让滑块从左端的 固定位置 Ｐ 由体是不可能发生位移的 。 通过前面 的分析可 知 ， Ａ 点

静止滑下 ， 当 经过光 电 门 Ａ 时 ， 求过 Ａ 点 的 平均 速瞬 时速度的真实值与实验测 量值存在差距 ， 而且对于

度 ； 然后逐渐改变遮光片 的宽度 ，使 滑块从 同
一

位置瞬 时速度 的方 向 问 题 ， 教材 用 语容易 引 起学 生 的误

Ｐ 由静止滑下 ，求其经过 Ａ 点相应的 平均速度 ， 并且解 。 笔者借助图像对科学方法进行可视化的表达 。

分析各个平均速度值的变化 ；最后将实验所测 数据整如图 ２ 所示 ，

一可视为质点 的物体在平面上 由 Ｏ

理到表 １ 中 。点 向 Ｂ
。 运动 ，其轨迹为 弯 曲 实线 ， 质点在 Ａ 点 的 瞬

ｉ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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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 度 的 近似 值可 以 表达 为
ｐ

／ｍ却不知道为什么 要这样计算 。 究其根本在 于思维监

ＡＢ〇＿ＡＢ ，…／
／

＇

控和反思环节的缺失 ， 以及对科学方法在认识上的缺
句

＃乏 。 为此 ，在知识教学的 过程 中 ， 应不 断进行科学方

这些值都是近似值 ， 但法的显化 ，让学生接受科学方法 的教育 。

Ａｔｚ
°

．三 、概念教学的反思
是用

，
代表 Ａ 点的獅速？？，／ｍ

＆賴时速度概念雜襲个过程 ，笔者认为 ，

大小就会 比 ｔ＾
。

好
一些 ， 用 以

２图 ２

、破除传统的以知识 为主的概念教学方式需要用好科

就会 比 ％好
－些 ’如此递推 ， 当 点无限靠近 Ａ＆￥方法这把繼 ，把隐藏在知识中的科学方法充分挖

时 ， 此时运 动轨迹化 曲为直 ， 与 方 向掘 出来 ， 以科学方法为教学主线索并在概念形成的 过

－致 ，也就和过 Ａ 点的切线 ＡＭ 的方 向
－

致 ， 即油
程中得到显化 ，特别在教学难点 的处理上突 出科学方

体运动的方 向 。法的引 领性地位能有效提高概念学３

这样的处雜娜释为什么晰速雜方 向与
力 。 ＿

运动方向
－致 ，避免了 自公式岐在认社顏賴

重点 、 分散难点
’，

并力求
“

逻辑轻快
”

的处理方式 ，在涵

差 。 图像的运酿撕紐程錄社麵化 ，猶Ｍ本节要滅腿下尽可能有 利于教誠教学活动

了学生的畏雜绪 。 最后在祕關 阶Ｍ用 了理 巾雜主要矛盾 ［
３
］

。 雜军紐认为这關处理方

想化的聽旅 ， 理论酿不 胃于实麵究 ， 它 主帛 ￥使得
“

重細点
”

成为
“

赖点水
”

、

“

逻辑轻快
”

成为

通过学生賊縣动来誠 ，这減体的实验操作Ｓ
“

逻辑辦
”

。 恰恰娜科学方＿可隨决这样的

经有了明廳不同 ，麵化晒究施料在学习 质
刚 ， 因此翻■学方細人物賴学过程是提高物理

点的时候已经接触过 ， 以此为过渡来理解瞬时速度Ｍ
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 °

形成过程 ，不失为－种可浦鮮施 。巾 巾

３ 应 用 中 的替换法中的替代法体现 了一条
“

实验
一理论一实践

”

的课堂

关于瞬时速度值的计算 ，教材采用了替换法
一 概念教学逻麵序 ’每—步觸科学方法为理论支撑

用平均速賴计算公式来 ｉｔ算麵速度 。 教材麵
完成雜輕辑醜转 ，科学施的＿逻辑确定 了

如 图 ３ 所示 ，并指出 ，可 以利用 Ｄ 、Ｇ 之 间的距离计算
概念内 涵的 不断升华 和外 延的 拓展 。 因此瞬时速度

平均速度 ，娜要求不是補确 ，用这个平均速度粗
＠教学宜逐步推＠

［
４
］

°还体？１

略地代表 Ｅ 点的 瞬时速度 ，
也未尝不可 。 更提到

“

如
鮮对学生物理能力 的提升上 ，科学方法作为物理能

果把包含 Ｅ 点在内 的 间 隔取得小
－些

，
根据Ｗ肖

力结构组成部分 ，要求教师不断挖掘教材中 的科学方

点 间的位移 和时间 泣 ，算 出纸带在这两点 间 的Ｙ
絲源

，把教材中静态議形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并

在课堂教学中表达出 来 ，对学 生进行科学方 法教育 ，

均速度 ｗ＝

ｇ
， 用这个平 均速度代表经过 ￡ 点 的 瞬

提高概念教学的质量 。

时速度就会更准确
，，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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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瞬时速度的处理 ，首选替代法 。 遗憾的是在现实［
４ ］ 魏佳兵 ？

“

瞬 时速度
”

的 概念教 学 宜 逐 步推进 ［Ｊ ］ ？ 物 理教

教学过程中学生仅仅知道怎么计算瞬时速度的大小 ，学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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