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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组合学习原理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杨腾腾

（红岭教育集团园岭初中部，广东省 深圳市 518000）

摘要：对比组合是一组能帮助人们观察到细微差别的极为相似的例子。通过对比组合的练习，我们可以提高对知识理解的精

度，增强知识的可用性。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利用对比组合的学习方法指导教学主要体现在揭示相似的物理现象背后的物理原理，

引导学生体会导致物理现象出现变化或导致细微差别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深入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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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比组合的原理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对比组合的实质内涵是，一组可以让

人们通过比较而找到两者细微差别的具体实例。借助此种有效

的方式，我们可以提高对知识理解的精度，增强知识的可用性。

对比组合中的例子通常看上去都很相似，但经过之后的对比，

则可以找到其存在的差别。例如，在品酒大会上，就是借助不

断地品尝，进而得出其中存在的差距。由此来看，对比组合可

以更好地把握例子之间存在的差距。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教学过

程中，能够强化学生的感知能力以及思考能力，引导学生进行

深入分析，进而可以更好地掌握较为抽象的知识以及概念，强

化他们运用所学知识来破除生活难题的能力。

一般情况下，较普通人而言，专家仅是对较为抽象的、专

业的知识了解的更多。除此之外，相关领域的专家还可以在自

身研究上获取更多的细节。具体而言，一般人可能对相关事物

的认知停留在表面层次，而专家则会进行更为深入、细节的研

究，这一特质适用于各行各业的专家。对于初中阶段很多概念

比如：实像、虚像，从概念出发似乎很容易区分，就是能用光

屏承接的就是实像，不能用光屏承接的就是虚像，但是比如平

面镜成像是实像虚像？放大镜成像是虚像实像？透过浴缸看到

的鱼是虚像实像？照相机成的像是虚像实像？当具体到辨别某

一个像是实像虚像时学生就很容易混淆。所以，利用对比组合

学习方法就是要提升学生辨别物理概念的能力。

二、如何设计对比组合来促进学习的理论分析

从整体来看，对比组合基于学生的感知、知觉学习，而知

觉与感觉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的感觉接收器，可以在从环

境中捕捉到能量时产生感觉。与之不同的是，知觉则可以对这

些信号的深层内涵进行解读。也正因如此，对于人们来说，感

觉能力或许不需要学习，但是知觉能力却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

培养以及发展。对初中物理教师而言，则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精

心设计对比组合，进而引导学生在学习中进行感知，进而深化

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并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认知。

对比组合的操作方法非常直观：在期望突出的目标特征上

选择存在差异的事例，然后让学习者来辨别这些差异。

三、对比组合学习原理的应用背景分析

初中物理现象简单，概念给出的比较宽泛，处于整个物理

学习过程中比较基础的一个阶段，但部分学生认知能力较差，

难以理解一些较为深入的知识，且对于一些概念混淆不清，受

到生活经验中积累的物理概念的干扰等因素。因此要把一些相

近的概念或易混淆的概念进行对比组合分析，让学生辨别其中

的差异，加强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但在教学中对比组合这样的

学习方法却很少用到。常见的观点多半是“想让学生记住啥，

就给他们一遍遍重复啥”。然而，这种逻辑的缺陷也显而易见，

即“学习一件事是什么的同时，也要学习它不是什么”。因此，

对比组合学习方法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使用探索就显得尤为重

要。

四、对比组合学习原理在初中物理中的应用举例

在初中物理中有很多物理概念从定义上看似乎很简单，但

是真正理解却很难，很容易在做题的时候出现概念混淆和理解

偏差，比如在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应用中关于实像和虚像的区分，

以下是我的教学实录，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个教学片段中是如何

应用对比组合科学学习方法深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理解的。

教学片段 1：

图 1　照相机成像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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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投影仪成像原理图

图 3　 放大镜成像原理图

教师通过分析照相机、投影仪、和放大镜的光学原理图，

对比组合引导学生观察成像特点有什么区别，实像有什么共同

特点，虚像有什么共同特点。学生通过观察成像原理图会看到

能在光屏上接收到的由实际光线汇聚形成的实像都是倒立的，

在光屏上无法接收到的由折射光线反向延长线汇聚形成的虚像

都是正立的。这是实像和虚像的重要区别，是在实践中辨别实

像虚像的关键。这时请同学们思考透过鱼缸看鱼缸里的鱼是实

像虚像。学生利用物理概念是否用光屏承接就不容易判断，相

比光具座上有明确的光屏，在观察鱼缸里的鱼时就没有光屏，

这时候如果只是依赖概念判断就判断不清，出现概念模糊。但

是依据对比组合学习方法进一步分析实像虚像的相同点不同

点，看到鱼缸里的鱼是正立的，因此它是虚像，这样判断起来

就容易很多。

对比组合学习方法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可以应用的地方很

多，对比组合法最显著的效果是提升学习者注意细节的精度。

对比组合还能帮助学习者了解抽象知识的适用范围，并通过情

景线索来调用合适的知识概念。下面是我的教学片段，利用对

比组合学习方法让学生理解计算压强时如何选择正确的计算公

式。

教学片段 2：

三个底面积相同形状不同的容器装有等高的同种液体。哪

个容器底受到的压强大？

图 4　底面积截图

同学们在看到这个问题时会观察这三个容器有什么相同点

和不同点，比较容易看到的条件时高度 h 相同，液体密度 ρ

相同，利用 P=ρgh 直接可以判断出三个容器底部受到的压强

相等，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理解。

为什么不用 P=F/S 来讨论压强大小呢？有的同学看到这三

个容器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就会判断丙容器里装的液体质量最

大，压力最大，受力面积相同，所以丙容器底部受到的压强最

大。这个时候同学们就会发现用不同的计算公式来判断会得出

不同的结论，哪个是对的？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结论呢？同学

们就要对比下三个容器有哪些不同点，我们发现三个容器的形

状存在差异，容器形状会对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力产生影响，

甲容器中液体受到的重力等于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力，乙容器

中液体受到的重力小于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力，丙容器中的情

况则与之相反。通过对比发现容器的形状影响容器中液体对容

器底部的压力大小，这个时候学生就突破生活经验造成的物理

前概念的影响，发现并不一定是装的液体质量越大液体对容器

底部的压力越大，因此不能用 P=F/s 判断。因此在计算液体对

容器底部的压强和压力时要先用公式 P=ρgh 计算压强，再利

用 P=FS 计算压力。

在这个教学片段中对比组合学习方法就很好的帮助学生找

到相同点同时又分析了不同点，加深了对压强公式的理解，并

能够在不同的物理情镜中选择适当的公式计算压强大小，突破

教学难点，提升了对概念理解的精度。

五、结语

对比组合科学学习方法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可以有非常广泛

的应用。使用时选择的组合尽可能清晰简单，对比的事例越接

近、细节化程度越一致，学生越容易注意到目标特征上的变化，

学生越容易捕捉到关键特征。同时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指导，

不能是口头上的要求学生“要比较，要对比”，教师要给学生

提供一个能起到指引效果的框架体系，让学生能够理解拿来做

对比的特征为什么特别重要，或者说为什么要比较这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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