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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情景题的困难与解决策略研究
陈洪光

(洪泽县洪泽中学江苏洪泽223100)

【摘要l物理知识常寓于实际问题酌情景中。教师在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法的指导上，应加强图像情景的教学。以提高学生的物理形
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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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点来考查某部分

内容并不多，更多的是体现在实际问题巾，将物理知识寓于实际问题

的情景中．将增强物理知识的实用性和趣味性．同时也体现了当前强

调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要求。但学生在解决这类

问题时却存在着很多喇难．原因在于传统的物理教学使学生已经习惯

于简化了的物理对象及物理模型．习惯于抽象的逻辑推理及数学运

算，而遇到实际情境题就束手无策，针对这种现象，就需要在学生学习

方法上加强指导．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应用能力。

1解决情景题的困难

将实际问题模犁化，找到该物理问题中所适应的规律，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一般包含这样的流程．从实际问题中提

取信息．排除次要因素(排除非物理信息)．确立理想化的研究对象和

物理情景．应用所学的物理知识．寻找物理对象在变化过程中满足的

定量和定性的规律．直至解决『口】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物理教学及有关问题的训练．往往直接给

出简化后的物理对象或物理图景．肉而在问题的处理上。学生缺乏对

物理对象和物理场景做理想化处理的方法和能力。

例如：学生习惯于解决简约化厂的带电粒子在电场中加速和偏

转．而对示波器相关的问题却一筹莫展。困难在于：

1．】学叶．缺乏准确建屯物理模型的能力。在实际问题的众多对象中．

思维容易受到非物理信息的十扰．很难抓住对象本质特征，因而难以

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物理网景和物理模型．形成认识上的思维障碍。

一些高考试题题目很长往往将物理知识寓于实际问题的情景中．这就

要求学生能迅速地从题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排除非物理信息的干

扰，准确建。垃物理模型．将题日转化为物理表述．再进一步用数学方

法定性或定链地解决。

1．2学生缺乏程序化的思维训练。对于现行教材、教科书中应用性的

生活事例还是很多的．在实际教学中有峰老师没有重视该环节的思

维训练，在问题的应用上，就是代代公式的数学运算而已，因而淡化了

物理思维的训练．久而久之．让学生形成方法上的思维障碍。因此在今

后的物理教学中必须重视阕象图景的教学．加强学生的应用能力的培

养。提高解决实际『口J题的能力。

2解决情景题的策略

不同的信息对大脑中不同的部位产生刺激作用．如文字信息传向

左半脑．引起抽象思维．形成概念，完成数字计算和演绎，而具体的形

象图形和图像信息将传向右半啮．引起形象思维．形成空间概念。只有

在教学过程I}l文字信息和图形信息交替传递到大脑的左半部和右半

部．使大脑皮层的兴奋中心和抑制部分在左、右半脑交替出现并相互

补充．思维品质就能得到极大的提高．并保持持久的兴奋。应用能力的

培养．就是耍在教学上通过图象图景的教学．建立由实际情景一理论
模型～新实际情景的有机联系。加强抽象的物理规律与形象的实际情
景的紧密联系．提高学习的效率．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

2．1 充分展示知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帮助学生建立准确的物理模型。
现行的物理教材．由于受篇幅限制．安排的教学内容相当一部分是已

经选择、压缩、改造而具典型化和简约化．更具高度的抽象性。若是照
本宣科．学生很难理解所学内容．而若能充分利用图形图片、电视录

像、多媒体课件等手段再现知识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用图文并茂的
方式向学生提供信息．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并将物理学研究问题的

方法和物理思想寓于情景的建立和分析过程中．促进学生开展分析问

题的思维活动，自然地。悟”出其中的道理和规律，从而潜移默化．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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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掌握分析物理过程、建立正确物理情景和模型的方法．建立准确的

物理模型。例如。在讲解示波器原理时．用动画展示带电粒子存电场中

加速和偏转过程，再现模型建立的思维过程。、止学牛身临其境．感知分

析物理过程的方法。这样，学生理解了模型的本质，就不会“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2．2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程序训练和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学

生遇到问题时的困难，还表现为思绪的混乱，缺乏思维的程序化。因此

在教学中更要重视思维程序的建立和训练．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程序

大体可分这样儿步．即审题一文字信息(排除干扰因素)一抽象出物理

对象和物理情景一寻找问题所满足的定量和定性的规律一建立模
型—模型转化一求解。

(1)从实际问题中提取与问题有关的文字信息。并用相应的图形

或符号表示．使复杂的变化过程代码化。

(2)第二步。确定物理对象，建立物理情景。运用示意网帮助理解

题意．寻找变化规律，建立各物理量的联系．边审题、边画图，并一一把

条件和问题用字母符号注在图上．使问题能在脑中形成完整的表象．

不至于因忘记条件或问题而tp断解题过程的思维去重新审题．同时，
示意图能使懈答问题所必须的条件同时呈现在视野内．图象成为思维

的载体。视网凝思=妻；际上是视觉思维参与了解解题的过程。

(3)最后建立模型关系，立式求解。

例如：2007(江苏卷17题1磁谱仪是测量q能谱的重要仪器。磁
谱仪的工作原理如图I所示。放射源s发出质量为m电量为q的a

粒子沿垂直磁场方向进入磁感应强度为B的匀强磁场．被限束光栏

。限制在的2小小角度内．d粒子经磁场偏转后打到与限束光栏平行

的感光胶片P上。(重力影响不计)。

圈1磁谱仪的工作原理

(1)若能量在E～E+AE(E>0。且AE<<E)范围内的a拉子均沿垂

直于限束光栏的方向进入磁场。试求这些拉子打在胶片上的范围x。；

(2)实际上．限柬光栏有一定的宽度．a粒子将在2夺角内进入磁
场。试求能量均为E的d粒子打到感光胶片上的范围№。

圈2粒子偏转轨迹

这一题高考试题它将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偏转寓于磁谱仪实际问

题的情景中，要求学生首先能从实际问题中提取与l下转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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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平度要求小于0．5mm。

4．5体外索张拉

f1)张托没备

根据体外索特点和张拉力．选用合适的千斤顶，PESl5TUI一19型

体外索采用YDCIAOOQ型千斤顶。PESl5TUI一37型体外索采用

YDCL600Q型或YDCL650Q型千斤顶。张拉用的干斤顶、油泵、油表等

应配套标定．在张拉时按标定情况配套使用。油泵、压力表、张拉千斤

顶、油管路及阀门接头等进场时应检查验收，技术要求符合规定，工作

状态良好。

f2)张拉设备安装

施工时保证足够的安装及张拉空间，安装时不得磕碰、敲击、损坏

锚具。不得损坏拉索的材质．不得使其变形。在锚板后依次安装限位装

置、千斤顶、丁具锚、张掩支座。钢绞线在千斤顶内不得扭转和打绞。安

装千斤顶时．应特别注意其活塞上工具锚的孔位和支撑筒端部的锚板

的孔位排列一致，使孔道、锚具和千斤顶三者相吻合。工作锚的夹片均

匀打紧并外露一致。

(3)体外索张拉

‘预应力体外索均为两端张挝。边跨每根索张拉应力tYCOn=

0．42fpk．1{1跨每根索张托应力o'con---O．38fpk。总张拉吨位根据锚具供

货』．家提供的锚圈口损失系数(或现场测试结果)进行推算．总张拉吨

位为盯kAy+F(圈口损失力)。

待砼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80％以上．方可张拉预应力体外索。体

外索张拉时．严格按照没计和监控要求的施工工序进行，张拉时两端

同时进行，张拉程序为：O一初应力(O．100'k)--,'o'k设计吨位一持荷
2rain—锚固。

体外索张于{)=采用伸长量与张拉力进行双控，以张拉力控制，伸长

量校核。实测伸长量和设计伸长量两者误差须在±5％之内。如发现伸

长量异常．鹿停止张拉．查明原因．采取措施后，方可继续张拉。钢绞线

的文际总伸长值△L=ALI+AL2(式中：△Ll——从初应力砷至最大
张拉应力的实测伸长值：△L2——韧应力以下的推算伸长值．可采用
相邻级的伸长值)．伸长量测量时．要以锚垫板端面外iOem为量测点

进行量测。其设计伸长馈值，边跨为785mm．中跨为617mm。

初张拉时预应力体外索张拉端先对千斤顶主缸充油．使体外索略

为拉紧，同时调整锚圈及千斤顶位置。使孔道、锚具和千斤顶三者之轴

线互相吻合．千斤顶的张拉力作用线与预应力筋的轴线重合一致。当

体外索达初应力lO％Bcon时在张拉端作伸长量标记．并借以观察有

无滑丝情况发生．达到20％&．on时量测数据。张拉采用逐级加压的方

法进行．当张拉达到设计控制应力(100％8con)时，继续供油维持张拉

力不变．持荷2分钟。同时存两端分别测量实际伸长量。

张拉时．油泵均匀加油，不得突然加载或卸载，T．斤顶后面不得站

人。夹片跟进应整齐．每孔Illi片夹片应跟进～致。体外索在张拉控制应

力达到稳定后方口，锚固．锚周阶段钢束的同缩及锚具变形量之和不得

大于6mm。预应力张拉完毕后。严禁撞击锚头。

在体外索全部施工完成后．采朋砂轮切割机整齐切除相应的多余

钢绞线．切除时应预留一定的钢绞线长度。以便于将来换索，切割预留

长度从锚环算起不少于300ram。

4．6灌浆

锚具密封筒内灌浆是系杆锚同体系的一项重要防护措施．浆体凝
固后对钢绞线起到防腐作用．同时对拉索产生的握裹力可承受拉索的

部分动载。拆除张拉设备后，从灌浆孔向锚其密封简内灌注防腐油脂，

须保让浆体密实。灌浆后封好灌浆孔和排气孔．将锚具表面的油脂清

除十净。安装保护罩，并在保护罩内注满防腐油脂。

5结语

预应力体外索防护性、承载性能好，体积小，同时该工艺施工简

单、操作方便．能够有效的缩短施工工期．维护也方便。总之，随着预应

力桥梁和高强混凝土的发展．体外预应力技术的应用将是现代预应力

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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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接第500页)问题有关的信息．知道是考查电粒子在磁场中偏转问

题；然后确定物理对象．建立物理情景．画出粒子偏转轨迹帮助理解题

意(如E图2所示)，寻找变化规律；最后利用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受到

有洛仑兹力提供向心力．应用圆周运动知识立式求解。

实际上由文字到示意图的思维跨度非常大．有时学生同问题时。
教师可能会无意中画出示意图，而此时学生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关
键就在于学生不会画图。因此．在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方法指导上．应

加强图象网景的教学。一方面在平时教学中．要重视教学中示意图画

法的训练。教会学生如何通过审题．画示意图．从易到难．逐步消除思

维障碍．这一过程教师不得包办代替学生的思维过程。另一方面在学

生的学习练习过程中．重视嘶图习惯的培养。从高一开始．就要严格

要求。画图习惯的培养需要—个过程．对应该画图而没有画图的答题

应扣去大部分的分数或可让学生重馓，从严要求，形成习惯。同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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枧课本插图的观察和思考．新教材的图片更为丰富．要注意指导学生

如何画图、看图．建立文字和图象的联系。养成读图释义．审题I田I图的

习惯．最终能从静态图中联想到动态变化的过程．由动态图巾能看到

瞬时的状态图景．不断训练学生的物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建立正

确物理模型。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有效教学策略●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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