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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课堂

好的习题的确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功能袁 对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尧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袁以及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都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遥 但目前教辅材料中好的习题不多袁所以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还是要设计一些题目辅助教学遥

由于受旧的课堂教学和传统教学习惯尧 教学目标体系的影
响袁还有很多老师对新课标没有理解到位袁在编写和改造习题中袁
大多是已知某几个物理量袁而求另外的若干个物理量的题型遥 或
是把已知变未知袁未知变已知的改造题遥这是一种已经理想化尧抽
象化后的问题遥学生在阅读题目时袁感觉是冰冷的袁不能感受到物
理学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袁做多了这类题目袁就会使学生感觉到学
物理就是套公式袁套解题步骤遥

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关于野优化练习和习题的选择冶
的实施建议是院

一个好的习题袁就是一个科学问题遥 在设计练习和习题时袁
应多选择有实际科技背景或以真实物理现象为依据的问题袁既训
练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袁又联系科学尧生产和生活的实际袁因而具
有生命力遥 切忌那种脱离实际的纯野思辨游戏冶 式的题目遥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编题尧改题要把握的几个原则院
1.习题要能辅助学生拓宽知识面遥习题的背景可以从物理学

史尧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尧现代科技等方面汲取遥同时适当的穿插其
他学科的知识遥

2.习题要有梯度袁并能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遥 同时培养学生
在收集习题信息的过程中不盲从尧敢于质疑的态度遥

3.好的习题学生在解决的过程中袁有愉悦的成就感袁有振兴
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袁有将科学服务于人类的意识遥

4.所编习题要符合高考命题规律遥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些编题改题的心得遥
1.编题改题时要立足基本概念规律袁联系生活实际
物理研究的问题袁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生活袁具有丰富的实践内

容遥但在教学过程中袁学生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经过简化处理
过的问题袁而不是面对真实的问题原型袁因而大多数学生缺少对实
际问题进行抽象概括等能力的训练遥 我们在课堂上可以在适当的
时候引入生活中的问题原型使学生的建模能力得到训练袁 也能使
学生感到物理问题就在身边遥 请看下面笔者自编的这道题院

例 1 将轻质的小车和带有
光滑弧形斜槽的楔形块粘成如图
1 所示的装置袁在槽内放置 14 个
质量为 m 的较大钢珠遥 整个装置
渊质量为 M=15m冤 原来静止在光
滑水平面上袁当固定滑板放下后袁
钢珠就依次从斜槽滑下袁 并从滑
板右端依次水平飞出袁 以此来模
拟从火箭发动机中喷出的高速气流遥则关于最后一个钢珠飞出时
钢珠速率 v 和小车速率 u 之间关系为渊不计空气阻力冤院

A. u跃14V B. u=14V C. u约14V D.无法确定
本题所用装置的器材贴近生活袁方便易得袁可能平时都玩过

类似装置遥 课本有火箭发射的例子袁本题很好地模拟了火箭发动
机工作时的情况遥 体现了物理教学中联系生活实际的理念遥 本题
答案是 C

揖解析铱钢珠依次从斜槽滑下袁并从滑板右端水平飞出袁水平
方向动量守恒袁钢珠在逐个飞出的过程中袁装置的质量也在不断
减少袁这和火箭的实际情况是类似的遥 所以选 C遥

当学生在对具有实践背景的物理问题进行审题时袁 实际上
就在增强他们将物理知识应用于生活尧生产实践的意识遥 教学中
所进行的具有说服力的定量分析过程对学生所产生的作用袁是用

抽象尧概括的语言和说教的方式所不可比的遥
本题和 2014 年高考理综福建卷第 30 题第渊2冤小题很相似:

试题涉及的考点一样院都是考查动量守恒曰试题涉及的题型一样院
都是选择题曰设问角度一样院都是求速率曰试题相关背景情境相
似院火箭发射曰具体呈现形式相似:火箭和火箭身上的物体分离曰
命中指数达到 95%以上遥

2.编题改题需要关注新闻报道袁注意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
这类题型通过从电视尧报纸尧网络中搜集到相关的详细内容

后袁进行提炼尧加工袁然后与高中物理的主干知识建立联系袁从不
同角度尧不同层面设计问题遥 请看这段报道院

中新网 12 月 9 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消息袁来自国家航天局的
最新消息说袁野嫦娥一号冶 卫星于 12 月 2 日和 3 日进行了绕月之
后的首次轨道维持遥

据悉袁野嫦娥一号冶卫星的轨道已经调整为近月点 193 公里袁
远月点 194 公里遥

国家航天局表示袁轨道维持的目的袁是为了让卫星的绕月轨
道更精确遥

中新网 2 月 15 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袁 截止到今天零时袁
嫦娥一号卫星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精确控制下袁安全环月
飞行 100 天袁飞行 1135 圈袁卫星工作情况正常遥

由这段报道可以设计如下问题院
渊1冤野嫦娥一号冶卫星的环绕月球的周期是多少钥
渊2冤已知月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是地球表面的 1/6袁试估算

月球的半径遥
渊3冤估算野嫦娥一号冶绕月运行的速率约为多少钥
首先袁从野嫦娥一号冶卫星近月点和远月点仅差 1 公里袁可以

明确卫星的运动可近似为圆周运动袁建立物理模型遥然后将野环月
飞行 100 天袁飞行 1135 圈冶这组数据结合野万有引力定律冶一章的
知识进行分析尧推导遥 这样的读题和解题过程有利于增强学生的
实践意识遥

3.编题改题可以充分利用物理学史中的有关信息
新课程要求教学过程有助于学生知识的构建袁 并关注对过

程的体验遥 物理规律的建立本身就有深厚的研究背景袁如果利用
物理学史上的一些事件作为探究的材料袁不仅能使学生领略物理
大师们处理问题的方法袁同时学生研究问题的情感尧态度尧价值观
也得到升华遥

例 2 1857 年袁曾作为奥斯特实验助手的哈斯坦在一封信中
写到院野奥斯特将一根与伽伐尼电池相连的导线垂直地跨在一枚
磁针上袁没有发现磁针运动遥 然后他再用更强的伽伐尼电池做一
次同样的实验袁并打算随后结束他的讲课袁就在这时他忽然又说
道院耶让我们把导线同磁针平行地放置试试看噎噎爷刹那间他完全
愣住了袁因为他看到磁针这时几乎和磁子午线成直角地大幅度摆
动着噎噎伟大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遥 冶

渊1冤信中说道的野伟大的发现冶是指奥斯特发现了 ________遥
渊2冤野奥斯特将一根与伽伐尼电池相连的导线垂直地跨在一

枚磁针上袁没有发现磁针运动遥 冶这是因为伽伐尼电池不够强吗?
渊3冤按照信中所言袁如果通电直导线和磁针平行放置时袁小

磁针将如何偏转?
渊4冤有人说袁奥斯特是偶然撞到了这个荣幸的发现袁请你说

出自己的看法遥
这道题目的问题情境是关于奥斯特的一段实验描述遥 设计

意图一方面考查学生对野电流磁效应冶和野电流的磁场冶知识的了
解袁另一方面考查学生阅读材料提取信息的能力袁题目没有涉及
深奥的物理理论袁问题情境的创设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袁难度尧
深度也适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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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要铱编题改题时要立足基本概念规律袁联系生活实际袁需要关注新闻报道袁注意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袁所编习题要符合高考命
题规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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