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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的高中物理学历案撰写策略探究
——以“动能和动能定理的应用”为例展示

陈万君 

（新疆博尔塔拉州博乐市第七中学，新疆 博尔塔拉州 833400）

摘要：学历案是教师设计、规范或引导学生学习的文本，是通向目标达成的脚手架。其核心思想是“教——学——评一致性”，其

设计思路可以有效解决“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学历案也是学生使用的学习文本，可以帮助学生解决“为

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学会了吗”的问题。学历案优于学案、导学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有学习目标，指导学习更加明确。

2. 学历案上有课标要求，学历案下有评价任务和评价标准。3. 学历案有学法指导。4. 学历案体现了学习的系统性。5. 学历案有学习反思，

促进学生在反思中成长。实践表明：学历案较好的激发了我校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较大程度提升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的学习能

力和学习成绩也有很大的提升。希望能广泛推行学历案，让更多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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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案最早由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提出。学历案是教师

设计、规范或引导学生学习的文本，是通向目标达成的脚手架。

其核心思想是“教——学——评一致性”，其设计思路可以有效

解决“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学

历案也是学生使用的学习文本，可以帮助学生解决“为什么学”“学

什么”“怎么学”“学会了吗”的问题。学历案来自对实践中的

学案、导学案的总结与提升。学历案是展示学生学习经历或过程。

在崔永漷教授和南京一中尤小平校长带领下，课题研究团队在南

京一中各学科课堂实施三年后逐步向更多学校推广的，更能体现

学生学习的最优学习方案，让学生的学习看得见。学历案优于学案、

导学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历案充分体现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

导者和设计者，把学案、导学案的教学目标更改为学习目标，指

导学生学习的目的更加明确。

2. 学历案上有课标要求，让学生知道学习目标及素养培育的

依据。学历案下有评价任务和评价标准（班级三分之二以上的学

生在评价中要达到合格和优秀）。

3. 学历案对学生的学习提供了详尽的学法指导，让学生知道

怎么学，学习过程更有效率。

4. 学历案的学习过程包括课前准备、课中学习和课后巩固与

提升三部分，充分体现学习的系统性。

5. 学历案最大的创新点是学习反思，促成了学生在反思中成

长，让学生学习的学习收获和存在的困惑看得见，老师让学生的

学习过程更优化，最大程度激发学生学习的潜力，实现学生快乐

学习。

下面以“动能和动能定理的应用”为例展示学历案撰写的各

个环节。

【学习主题】动能和动能定理的应用。

新人教版高中物理必修二第八章机械能守恒定律第 3 节（1

课时）

【设计者】陈万君

【新课程标准要求】

1.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推导出动能定理。      2. 初步理解动能概

念和动能定理。

3. 尝试用动能定理解释生产生活中的现象。

【学习目标】

1.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推导出动能定理，理解动能、动能定理。

2. 会用动能定理解决一些基本问题。

3. 掌握利用动能定理解决复杂运动问题的方法。

【评价任务】

1. 通过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推导出动能定理和物理知识梳理填

空、说理解，达成理解动能概念、动能定理。（检测目标：基础自测）

2. 会用动能定理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检测目标：例 1、变式 1，

课后检测：A 组作业——夯实基础）

3. 掌握利用动能定理解决复杂运动问题的方法。（检测目标：

例 2、变式 2，课后检测：B 组作业——提升能力）

【学法建议】

1.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和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推导动能定理，

让学生经历建构物理模型、体验推导过程，培养建模、逻辑推理

能力。

2. 理解动能概念、动能定理，学生把自己的理解说出来，与

其他学生、老师互动多交流，注重演绎推理、微元法极限思想科

学思维渗透引导。

【学习过程】

一、课前准备（复述）

物理知识梳理与理解，推导动能定理

（一）动能

1. 定义：物体由于 ______ 而具有的能量。用自己的话怎么说？

2. 公式：Ek ＝
1

2
mv

2。 各物理量分别表示什么意义？    

说明：动能与质量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与速度的大小有关，

与速度的方向无关。

为什么与速度的方向无关？   

3. 单位：焦耳（J），1 J ＝ 1 N·m ＝ 1 kg·m2/s2。这些单位

可以推导吗？怎么推导？

4. 矢标性：动能是 ______，只有正值。

5. 相对性：由于速度具有相对性，是状态量，所以动能的大

小与参考系的选取有关。中学物理中，一般选取地面为参考系。 

怎么理解速度具有相对性，速度是状态量？

6. 动能的变化量：ΔEk ＝
1

2
mv

2
2 －

1

2
mv

1
2，怎么描述？

（二）动能定理

1. 内容：力在一个过程中对物体所做的功，等于物体在这个

过程中动能的 ______。

力怎么理解？一个过程又怎么理解？如何选取一个过程？

2. 表达式：W ＝
1

2
mv

2
2 －

1

2
mv

1
2。如何理解合力做功与动

能的改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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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理意义：________ 的功是物体动能变化的量度。

动能定理与功能关系、能量守恒定律有什么关系？

（三）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推导动能定理

质量为 m 的某物体在光滑水平面上运动，在与运动方向相同

的恒力 F 的作用下发生一段位移 l，速度由 v1 增加到 v2。（图 8.3-1）

推导结果如何得到动能定义式？

推导结果又经历怎样的过程才提升为动能定理的？

动能定理适用的条件是什么？

二、课中学习

1. 理解动能和动能定理

2. 应用动能定理解题的“四步骤”    请复述一下动能定理解

题的四步骤？

3. 应用动能定理解题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大家讨论应注意哪三

个问题？

4. 用动能定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例 1  质量为 2 kg 可以视为质点的物

体以一定的速度沿倾角为 37°的斜面向

上滑行，在向上滑行的过程中，其动能随

上滑距离的变化关系如图所示，则物体返

回到出发点时的动能为（g 取 9.8 m/s2）    

（　　）B 层次：基础 + 综合

A.24.8J 　 　B.49.6 J          C.99.2 J 　     D.196 J  

1. 建构物理模型：斜面模型，运动分析，受力分析，图像分

析

2. 应用动能定理解题的“四步骤、三注意”

例 2  如图所示，让一实心摆球

从图中的 C 位置由静止开始摆下，

摆到最低点 D 处，摆线刚好被拉断，

小球在粗糙的水平面上由 D 点向右

做匀减速运动，到达小孔 A 进入半径 R=0.5 m 的竖直放置的光滑

圆轨道，当摆球进入圆轨道立即关闭 A 孔。已知摆线长 L=1 m，

θ=53°，摆球质量为 m=0.5 kg，D 点与小孔 A 的距离 s=1 m，g

取 10 m/s2。

（1）摆线能承受的最大拉力为多大 ?B 层次：基础 + 综合

（2）要使摆球能滑过最高点，求摆球与粗糙水平面间动摩擦

因数 μ 的范围。A 层次：基础 + 综合 + 应用

三、课后检测

A 组作业：夯实基础

1. 如图所示，在轻弹簧的下端悬挂一个质量

为 2m 的小球 A，若将小球 A 从弹簧原长位置由静

止释放，小球 A 能够下降的最大高度为 h。若将

小球 A 换为质量为 6m 的小球 B，仍从弹簧原长位

置由静止释放，则小球 B 下降 h 时的速度为（重

力加速度为 g，不计空气阻力）（　　）C 层次：

基础

A. 2gh 2gh　B.
4

3

gh
  C. gh 　D.

2

gh

2. 质量 m ＝ 5kg 的物体只

在变力 F 作用下沿水平方向做

直线运动，F 随坐标 x 的变化

关系如图所示。若物体从坐标

原点处由静止出发，则物体运动到 x ＝ 16 m 处时的速度大小为

（　　）B 层次：基础 + 综合

A.3 m/s　    B.4 m/s        C.5 m/s            D.6 m/s

B 组作业：能力提升

3. 如图，半径为 R 的光滑半圆

形轨道 ABC 固定在竖直平面内且与

水平轨道 CD 相切于 C 点，D 端有一

被锁定的轻质压缩弹簧，弹簧左端

连接在固定的挡板上，弹簧右端 Q

到 C 点的距离为 2R。质量为 m 的滑块（视为质点）从轨道上的 P

点由静止滑下，刚好能运动到 Q 点，并能触发弹簧解除锁定，然

后滑块被弹回，且刚好能通过圆轨道的最高点 A。已知∠ POC ＝

60°，求：

（1）滑块第一次滑至圆形轨道最低点 C 时所受轨道支持力；

C 层次：基础

（2）滑块与水平轨道间的动摩擦因数 μ；B 层次：基础 + 综

合

（3）弹簧被锁定时具有的弹性势能。A 层次：基础 + 综合 +

应用

【学后反思】你学会了什么知识？学到了什么学习方法？还

有什么疑惑？还需要什么？

【教师评价反馈】：等级评价及评语

我课题组教师通过学历案培训、独自研究、撰写文本、集体

研讨、讲课听课、评课议课、教学反思、完善学历案，在我校物

理课堂实施推进，广泛收集、听取学生、家长、物理同仁的建议，

定期研讨总结，不断优化学历案，撰写出适合我校学生的学习方案。

特别是学习目标、学法建议、评价任务及评价标准的制定，学习

反思是学生学习完成后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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