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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立德树

人要求，深入挖掘物理学科的育人价值，树立以发展学

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意识，将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的培养贯穿于物理问题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使学

生从物理学视角形成关于物质、运动与相互作用、动量、

能量等的基本认识。在培养核心素养过程中，要激发学

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使学生树立学好物理的信心，形成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认识物理

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从而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

世界观。从现象到本质，从内容到形式、从结构到功能、

从原因到结果、从偶然到必然、从可能到现实，是认识

方法的六对哲学范畴，使学生认识到事物的对立和统一、

运动和发展，认识到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

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形成经典物

理的物质观、运动观、能量观、相互作用观，并且能辩

证的认识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初步具有描述自然

界图景的能力。

能从物理学视角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

及相互关系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能进行有效的分析、综

合、推理、建构理想模型。能基于事实证据和科学推理

对不同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批评、检验和修正，进而

提出创造性见解。培养核心素养的落脚点是学生身心发

生积极健康的变化，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本文就唯物辩证法的几大基本观点，谈谈在中学物

理教学中，紧扣核心素养的培养如何发掘教材中的辩证

因素，渗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物理教育。

一、深挖事物发展中的矛盾观点来分析问题

物理是研究事物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是

现实世界中“量”的方面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现实是

充满着矛盾的世界，因而物理也必然充满矛盾。

在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摩擦有时是有益的，有

时是有害的。如人走路要利用鞋底与地面间的摩擦，手

能拿住物体要靠手与物体间的摩擦等，这些摩擦是有益

的。而一部分机器工作时产生的摩擦不但使机器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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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消耗动力，而且使机器磨损性能变化，这些情况下

的摩擦是有害的，要设法减小它。

惯性是物体一种属性。用铁锨向远方掷土，拍打衣

上的灰尘，跳远运动员助跑等，都靠物体的惯性。而惯

性又是造成许多交通事故的原因。行驶中的汽车和自行

车遇到意外情况刹车时，由于惯性不能立即停止，往往

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为了不压坏物体，如拖拉机不压坏田地而陷进地里，

采用履带以减小压强。而有些情况下又需要增大压强，

如用刀切东西，向墙上按图钉必须有足够大的压强，才

能进入物体里。

电热器是利用电来加热的设备，而电动机里，电流

所做的功主要用来做机械功，但由于导线电阻产生热量

会使绝缘材料老化，甚至烧坏，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在教学中，一方面要通过对比，弄清矛盾的双方泾

渭分明，不得含糊，另一方面又要揭示它们相互依存，

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

（1）【整体法和隔离法的使用】

所谓整体法就是把几个物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受力

分析，只需要分析系统外的物体对系统内物体的作用力

即系统外力，系统内力不管有多少对，总相互抵消，可

以不考虑。所谓隔离法就是把系统内的某一物体与体统

内的其他物体隔离开来单独进行受力分析，包括内力和

外力都要分析。用隔离法要注意被隔离物体的选取，被

隔离物体是要分析力的受力物体。

由于系统内力总是成对出现的，故用整体法是无法

分析内力，也就是说要分析系统内力一定要用隔离法。

在分析系统外力时通常用整体法，也可以用隔离法，相

对而言用整体法较为简单。在实际应用当中往往需要多

次选取研究对象，整体法和隔离法交替使用。

例题1　如图（3）所示，A、B 的质量均为 m，A 和

B 用细绳 b 连接再用细绳 a 悬挂于墙上 o 点。求细绳 a 和 b

的拉力？

【解析】隔离法：对 A、B 隔离受力分析如图（1）所

示，由平衡条件可得：

Tb=Tb′ =mg

Ta=Tb′ +mg=2mg

　　　　　　　　  图（1）　　 图（2）

求 Ta 用整体法较为简单：对 A、B 隔离受力分析如

图（2）所示，由平衡条件可得：

Ta=mg+mg=2mg

（2）【非纯电阻电路中电能的输入和输出关系】

例题2　如图（3）所示电路中，电源提供的电压

U=8V，D 为直流电动机，其电枢线圈电阻 R=3Ω，电阻

R′ =4Ω。当电动机正常工作时，电压表示数为 0.8V。

求：

图（3）

（1）通过电动机的电流是多大？

（2）电动机输入的电功率、转变为热量的功率和输

出机械功率各是多少？

【详解】

（1）通过电动机的电流 I 与流过限流电阻 R′的电流

相同，则：
U 0.8I 0.2
R' 4
V A A= = = .

（2）电动机两端电压：

U U U 8 0.8 7.2D V V V= − = − =

电动机输入的电功率：

P U I 7.2 0.2 1.44D W W= = × =入

电动机的发热功率：

电动机的输出功率：

.

二、用运动的观点认识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是由运动的物质组成。而课

本中“机械运动”一节就是从飞舞的流萤，刺破夜空的

流星，角逐在绿茵场上的足球健儿等事例入手，说明机

械运动是宇宙中最普遍的现象，即使平时认为不动的房

屋、树木、山岭等都跟随地球自转，同时又绕太阳公转，

可见绝对静止的物体是没有的。在此基础上引入“运动

和静止相对性”显得比较自然，学生也容易接受。更重

要的是能使学生对于“运动是指一个物体相对于别的物

体位置的变化”这一物理概念的理解由感性认识上升到

了理性认识。再如：介绍分子运动论时谈到物质是由大

量的分子组成的，而一切物体的分子都在不停地做无规

则的运动。其中也蕴含着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地联系

着这一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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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教学中，注意经常用运动的观点处理教材，

促使学生善于在运动中求规律，有利于学生深刻理解物

理知识的精神实质，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

（1）【用运动的观点认识物体系统变化过程中的作用

关系】

例1　如图所示，位于竖直方向的轻弹簧下

端固定在水平面上，一个钢球从弹簧的正上方

自由落下，在小球向下压缩弹簧的整个过程中，

弹簧形变均在弹性限度内，空气阻力忽略不计，

则从小球接触弹簧到小球到达最低点的过程中，以下说

法正确的是（　）

A. 小球的动能一直在增大

B. 小球的动能先增大后减小

C. 小球重力势能的减少量等于弹簧弹性势能的增加

量

D. 小球的动能与弹簧弹性势能之和保持不变

【解析】

A、B 项：小球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与弹簧接触后

做加速减小的加速运动，当重力与弹簧弹力相等时，速

度最大，由于惯性，小球继续相下压缩弹簧，弹力大于

重力，小球做加速度增大的减速运动，直到速度减到 0，

所以小球的动能先增大后减小，故 A 错误，B 正确；

C 项：由机械能守恒可知，小球机械能的减少量等

于弹簧弹性势能的增加量。故 C 错误；

D 项：由机械能守恒可知，由于小球的重力势能减

小，所以小球的动能与弹簧弹性势能之和增加，故 D 错

误。

（2）【用运动的观点认识多物体、多过程问题】

高考对于“多物体、多过程”类问题每年都有涉及，

牛顿运动定律作为经典力学的基础理论，在解决动力学

问题中一定是重点考查点，用运动的观点来认识多物体、

多过程问题，主要分析在不同阶段运动的加速度，从而

得出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其常见问题有传送带模型、

滑块滑板模型等。

例2　如图所示，倾角 α=30°的足够长的光滑斜面

固定在水平面上，斜面上放一长 L=1.8m，质量 M=3kg 的

薄木板，木板的最上端叠放一质量 m=1kg 的小物块，物

块与木板间的动摩擦因数 µ=
3

2
. 对木板施加沿斜面向

上的恒力 F，使木板沿斜面由静止开始向上做匀加速直

线运动，假设物块与木板间的最大静摩擦力等于滑动摩

擦力，取重力加速度 g=10m/s2.（1）为使物块不滑离木

板，求力 F 应满足的条件；（2）若 F=37.5N，物块能否滑

离木板？若不能，请说明理由；若能，求出物块滑离木

板所用的时间及滑离木板后沿斜面上升的最大距离。

【解析】

（1）若整体恰好静止，则 F=（M+m）gsinα=（3+1）

×10×sin30° N=20N

因要拉动木板，则 F>20N

若整体一起向上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对物块和木板，

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F-（M+m）gsinα=（M+m）a

对物块有 f-mgsinα=ma

其中 f ≤ µmgcosα

代入数据解得 F ≤ 30N

向上加速的过程中为使物体不滑离木板，力 F 应满

足的条件为 20N<F ≤ 30N.

（2）当 F=37.5N>30N 时，物块能滑离木板，由牛顿

第二定律，对木板有 F-µmgcosα-Mgsinα=Ma1

对物块有 µmgcosα-mgsinα=ma2

设物块滑离木板所用的时间为 t，由运动学公式得
1
2

a1t
2-

1
2

a2t
2=L

代入数据解得 t=1.2s

物块滑离木板时的速度 v=a2t

由 -2gsinα·s=0-v2

代入数据解得 s=0.9m.

三、用发展的观点审视问题

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并且总是呈螺旋式上升，

自然，社会，人的思维都是这样，我们的物理教学也只

能如此。

学生核心素养的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具有阶

段性，连续性，整合性。教师在教学中，要及时提醒学

生：物理在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概念的深入学习，一些

物理结论，规律也在不断变化，教学中要经常渗透发展

的观点，防止学生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促进学生思维

能力的不断提升。比如对运动的认识是从直线运动到平

抛运动再到圆周运动最后认识到任意的曲线运动。

例3　接近光速飞行的飞船和地球上各有一只相同

的铯原子钟，飞船和地球上的人观测这两只钟的快慢，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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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飞船上的人观测到飞船上的钟较慢

B. 飞船上的人观测到飞船上的钟较快

C. 地球上的人观测到地球上的钟较快

D. 地球上的人观测到地球上的钟较慢

【解析】飞船上的人是以飞船为参考系，故地球是高

速运动的，根据爱因斯坦质能方程的运动延时效应，飞

船上的人观测到地球上的钟较慢，即飞船上的人观测到

飞船上的钟较快，A 错误 B 正确；地球上的人以地球为参

考系，认为飞船高速运动，同样根据爱因斯坦质能方程

的运动延时效应，飞船上的钟较慢，故地球上的人观测

到地球上的钟较快，C 正确 D 错误。

四、用联系的观点探讨问题

联系与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为此恩格斯曾

把辩证法看作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由此可见培养

学生联系的观点，对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确实举足轻重。

物理中的发散思维亦即要求我们解题时能够纵横联系，

全方位思考物理问题。

在教学中，尤其是单元小结，阶段复习时，通过综

合训练让学生全面了解物理各部分知识的纵横联系，引

导他们在解题中进行广泛联想，探索解决问题的各种思

路，倡导一题多解，一题多变，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例4　平板车的质量 M=8kg，长度 L=1m，静止在光

滑的水平面上。质量为 m=4kg 的小滑块，以速度 V=4m/s

的水平速度，从平板车的左端滑向右端。若小滑块与平

板车间的摩擦系数 µ=0.5，求小滑块离开小车右端时平

板车的速度为多少？（答案：1m/s）

解法 1　用牛顿运动定律和运动学公式求解

解法 2　用动量定理求解

解法 3　用动能定理求解

解法 4　动量守恒定律求解

变式 1　为使小滑块留在车上，车的长度最小应该

多长？

变式 2　为使小滑块留在车上，小滑块的的初速度

最大不能超过多少？

变式 3　若增加小滑块的质量，使它不滑出车，则

小滑块的质量最小值是多少？

变式 4　若车足够长，滑块相对于车静止需经历多

少时间？

变式 5　若车和小滑块一起以 V 沿光滑水平面运动，

车与墙壁碰撞后，以原速率反弹。经过多少时间小滑块

在车上停止滑动？设车足够长。

说明：本题看似寻常，但是极具典型意义，尤其几

个变式的情景设置，异彩纷呈，另人耳目一新，揣摩之

后，更觉余味无穷。

物理中的辩证内容极为丰富，教学时，我们要用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教学内容，用辩证法分析和解决

物理问题，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使学生在物理学科教学

中体会事物的辩证关系，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全面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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