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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智慧情境发展物理核心素养
——以“生活中的圆周”教学为例

诸葛增辉

（保定市第七中学，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在智慧情境中，让学生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物理就在身边，产生对物理亲切感。物理教学过程应该尽力还原科学探究过程，运

用科学思维引导学生参与知识的建构过程，逐步形成物理观念，为产生科学态度与责任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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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巧用智慧情境发展物理核心素养相关概念

（一）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在新课程标准广泛深入的背景之下对新时代的学

生提出的最新能力要求，这一能力是促进社会长远稳定发展的内在

所需，也是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其他关键能力的重要基础。核心素养，

其内涵聚焦于学生的内在，强调的是学生将所学知识很好地进行内

化，最终表现出来。随着核心素养理念推出推广，与之相类似的立

德树人相关意见也被进一步重视并且要求广泛实施，同时更加明确

了针对各年级、各专业学生展开核心素养培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鉴于此，无论是在基础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中教育阶段，都应将

核心素养理念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之中，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助力

学生的综合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对提升相对应学科的教学整体质量

也将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智慧课堂

智慧课堂概念，其实可以说是从智慧教育理念演变而来的，

代表的是传统教学模式向着基于先进的信息技术教学模式的转变，

同时也将为今后各个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随着“互

联网 + 教育”理念的盛行，各种多样化的先进教育手段被应用到

教育教学领域之中，很多学者便开始对智慧课堂进行相关更加详

细的研究，最终智慧课堂的概念更加清晰与明确。我们可以将其

简单地理解为以建构主义理论作为有效的指导，将智慧技术作为

教学的关键载体，将收集数据作为教学的最终目的，从而进一步

为教师教学以及学生学习提供更加智慧化的帮助，最终有利于高

效课堂的构建。

二、高中物理教学现状

高中物理知识的抽象性较强，知识内容概念与公式偏多，需

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抽象理解能力与良好的推断总结能力。很多学

生虽然能够从表面上读懂并且理解物理概念，但是如果让学生讲

解概念的由来、内涵以及推理过程，那么很多学生其实是处于一

知半解状态的，最终将直接影响学生灵活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效果。除此之外，实际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大部分高中

物理教师将教学的重点大多都放置于理论知识的讲解方面，却忽

略了物理实验开展。很多时候，针对教材内部的实验，通常都是

由教师动手操作，学生则被动地观看，即使学生也有实际动手操

作的机会，实验步骤可能也是完全粘贴复制教师之前的操作。这

种教学方法严重制约着学生学习物理知识自主能动性与积极性的

发挥，同时，大部分学生掌握的物理知识都浮于表面。学生实践

能力欠缺，创新能力与抽象思维能力培养不足，都将直接影响到

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培养效果。

三、高中物理教学中开展智慧课堂、运用智慧情境教学的重

要性分析

物理，可以说是高中阶段的一门重要科目，关乎着部分学生

的高考成绩，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学生的长远发展。高中物理教学

中开展智慧课堂、运用智慧情境教学的重要性集中表现在有利于

提高高中物理教学的科学性与智慧性。正是因为智慧课堂是以信

息技术为基础，因此，该教学模式本身就具备明显的科学性与智

慧性的特征，这一特征完全契合高中物理学科本身的需求。传统

的高中物理课堂教学模式较为单一且枯燥，学生对物理知识理解

不深刻，记忆也不长久。基于智慧情境创设的物理课堂，能够很

好地帮助教师开展多样化的物理教学活动。且以大数据为基础，

教师能够很好地实现差异化教学以及分层教学，充分体现出教学

工作的科学性。举例如下：

（一）网络遥控自主探究

为了让孩子们对圆周运动有亲身感受，课前布置两个实验。

1. 倒立不会掉出酒杯的珠子

弹珠圆周运动中，由于弹力和重力合力的作用，弹珠不会掉

下来。

2. 在跑步转弯中，大圈和小圈有什么不同

在同样的速度下，半径越小，需要的向心力越大。身体越是

向内倾斜，被逼向圆心的感觉就越强烈。在云端推送窗口，收集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例，录成小视频，上传至云端。

（二）设疑引导科学思维（火车转弯）

新课伊始，首先分享课前典型视频，利用签到、打卡等功能，

让学生抢答实例中的向心力来源。

然后利用汽车转弯倾覆的视频，让学生观察思考。通过分析

发现，汽车在水平道路上转弯时的向心力来自静摩擦力。

教师活动：前面分析了赛车，那么对于火车呢？谁提供向心

力呢？鉴于学生情况，我巧设梯度，分三层组织教学：

1. 认识火车车轮的结构特点。

推送视频到学生端，学生观看视频，认识结构，意识到火车

转弯需要铁轨和车轮作用力。①火车在平直轨道上的受力。②动

画模拟平弯轨道火车转弯情形，什么力提供火车所需的向心力？

③该力能不能完成任务？

2. 你来帮帮设计师！如何减少侧向弹力？

让学生联想身边的水平圆周运动，逐步总结出漏斗中水平圆

周运动的小球内低外高的特点。

提出列车外轨高于内轨，使轨道对列车的支撑力向上倾斜。

支撑力和重力不再平衡，合力提供向心力，从而减少轮辋和钢轨

之间的挤压。

进一步讨论：什么情况下轮辋和钢轨之间的挤压可以完全消

失？

3. 假如你是设计师

合作探索：设计一个方案，让列车沿着轨道安全通过曲线。

要求简述设计思路，简单计算说明，进行可行性分析。从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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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速度的表达式。

将内外轨距离设为 L、内外轨高度差设为 H、列车转弯半径

设为 R、列车规定转弯速度设为 v0。如图所示，合力的向心力为：

F 合 =mgtanθ ≈ mgsinθ=mg

由牛顿第二定律得：F 合 =m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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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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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火车转弯的规定速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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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理解设计速度是为了避免车轮与钢轨之

间的挤压，保证行车安全。

最后，让学生知道跑得太快或太慢都是不安全的，列车在转

弯处的速度要接近或满足要求。让学生充分体会到用物理知识解

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乐趣。

（三）智慧器材情境再现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分析模型的受力特征，寻找类似特征的

物理过程，设计模拟实验并测量数据，验证 v 与 R、θ 的关系。

学生活动：

1. 请大家思考如果铁轨没有侧向压力，还受哪些力？

2. 有哪些运动符合这一受力特征？

3. 请大家选一种运动，设计探究实验方案并画出草图，选择

数字化实验器材，结合智慧好课堂平台，验证设计原理。

例如：选用受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完成运动。

① A 同学平板与受力传感器蓝牙连接采集数据。

② B 同学平板与位移传感器蓝牙连接采集数据。

③各自求出 Fsinθ 与
2vm

r
进行数据比对。

④改变 θ 多次测量，得出实验结论。

教师活动：点评各组实验设计，并通过学生屏幕展示。让学

生为感兴趣的实验过程投票，平台统计后，运用屏幕分享优先展

示操作过程和数据变化，并让学生总结发言。这个环节可以把物

理情景与原理有机结合。数字化实验器材为探究物理过程的环节

提高了效率，很好地培养科学思维和实验探究能力，巧妙地发展

了科学探究素养和科学思维素养。

（四）科学探究质疑解惑（离心运动）

教师活动：赛车发生事故还能圆周运动吗？生活中，你们见

过其他的离心运动吗？

赛车突然偏离原有的轨道，做远离圆心的运动！投掷链球时

链球做离心运动。

演示：用一根线在水平面上拉一个小球做圆周运动，然后突

然放开，球以切线方向飞出。

学生活动：1. 分析物体飞出原因；2. 从力的“供”“需”两

方面分析轨迹变化的原因。供：指向圆心方向的合力；需：所需

的向心力。

请分别写出图 A 和图 B 中物体做匀速圆周运动时“所需向心

力”和“所提供向心力”的表达式。

甲：F 需 =mω2rF 供 =μmg 乙：F 需 =mω2rF 供 =mgtanθ
板书：

当 F 供 <F 需时，物体将远离圆心，叫作离心运动；

①当 F 供 =0 时，离心（沿切线飞出）。

②当 0 ＜ F 供＜ F 需时，做离心运动（沿介于切线和圆周之间

飞出）。

当 F 供 >F 需时，物体将接近圆心运动，叫作向心运动。

当 F 供 =F 需时，物体将做匀速圆周运动。

课下思考：离心运动有哪些利与弊，“供需”矛盾如何解决？

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的习惯，进而达到培养能力的目的。

（五）总结方法完善认识

在教学中始终用科学思维引导学生思考。通过引导和启发，

他们将逐渐接近新的知识，为分析列车转弯时轨道上的侧压力做

准备。最后，开导学生，生活中还有哪些运动也有同样的原理？

从特殊到一般，加深学生的理解。

选择合理的科学探究过程，培养学生严谨的学习态度。在列

车转弯这个重点难点问题上，首先降低问题分解的难度，让学生

更容易接受。然后，思考铁路会对转弯产生什么影响？引导学生

拓展知识面，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对于汽车过拱桥的问题，首

先让学生有参与的欲望，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随后让学生独立探

究汽车在桥上的压力，从而体验探究的快乐，增加学好物理的动

力和信心。

总之，学生的学习过程要结合已有的知识，体验科学思维，

通过教师指导下的科学探究学习必要的知识，逐步形成知识层

面的物理概念和初步的科学态度和责任。然后进一步用科学思

维指导科学探究，培养关键能力，形成真正的物理概念，促进

学生具有科学态度和责任，为正确的价值观服务。在今后的教

学中，我将积极吸收教研新成果，努力完成核心素养要求，上

好每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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