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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实例出发，阐述 了物理情景的迁移与转换方法。即物理情景的类比和整体迁移方法；物理现象的拟 

人 、累积=和显性转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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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冲称象的故事千古流传，其超凡的智慧 

令世人赞叹，他将大象这～笨重的庞然大物视为 
一 块块可以自由移位的石块，这一思维的迁移与 

转换对于现代的人们依然值得借鉴。 

所谓思维的迁移与转换，是指我们在分析、 

研究问题时，通过采用转换、联想、演绎、类比、等 

效、替换等手段，把复杂的问题进行转化，使之转 ． 

变为我们更易于分析和解决的问题的一种思维 

方法。简单地讲，就是“转复杂为简单、化抽象为 

形象、变陌生为熟悉”，使问题向着我们更容易解 

决的方向发展，从而给我们解决问题开辟了一条 

宽阔、便捷的快车道。 

1 物理情景的类比迁移 

有些物理问题，看似陌生，但通过分析其研 

究对象的受力情况或运动特点，再与我们所掌握 

的熟悉的物理模型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们往 

往“本是同根生”。 

例 l(2001年上海高 

考) 如图所示，在光滑 

水平面上的 0点系一长 

为L的绝缘细线，线的另 
一 端系一质量为 、电量 图 1 

为 q的小球。当沿细线方向加上电场强度为E的 

匀强电场后，小球处于平衡状态。现给小球一垂 

直于细线的初速度 使小球在水平面上开始运 

动，若 "Oo很小，则小球第一次回到平衡位置所需 

的时间为一 。 

解析 由于平面对球的支持力与球的重力 

是一对平衡力，对小球的运动快慢没有影响，我 

们可以不予考虑 。 

小球在运动过程中，还受到绳的拉力、电场 

力，且电场力是平衡力，这与重力场中单摆的受 

力情况相类似，所以该装置仍然属于我们所熟知 

的物理模型 —— 单摆模型。 

厅_ 

类比单摆的周期公式T一27f ／ 可知，g V g 

—  

在这里应该等效为 ，代入公式可得 ’ 
7g／- 

r— _  

T一2a" ／ 。 V qB 

可见，第一次回到平衡位置所用的时间为 

一  匝  
2 一 “ 口E 。 

2 物理情景的整体迁移 

有些问题所涉及的物理情景，可能不是我们 

所熟悉的，由于缺乏与之相关的阅历和实践经 

验，思维难免会受到某些局限。但我们可以充分 

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将陌生的物理情景加以转 

换，有时转换得甚至“脱胎换骨”、“面目全非”，从 

而转化成我们所熟悉的物理情景，往往能使问题 

绝处逢生、豁然明朗。 

例 2 一条小船在静水 中航行的速度为 

3m／s，河水流速为 lm／s，小船在河水中逆流而 

上，经过一座桥时，小船上一只木箱落入水中，随 

水漂向下游方向，过了5min才被发现。发现后船 

家立即调转船头去追赶木箱，求从调转船头开始 

到追上木箱需要多长时间? 

解析 显然，我们很少有坐船调头追东西 

的经历，即该题所涉及的情景不是我们所熟悉 

的，不过我们大都乘坐过公交车、狄车等交通工 

具。鉴于此，我们不妨对该向题所牵涉到的研究 

对象分别作如下的一对 转换： 

流水 一 火车。 

木箱 一 茶杯。 

小船 一 你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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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题类似，想象经转换后你将上演了如下 

的一幕： 
一 列火车正在匀速前进，你从一号车厢内的 

座位上站起来匀速走 向末号车厢。当经 5min来 

到末号车厢时，突然想起茶杯忘了，还在原来一 

号车厢的座位上 ，于是你立即调头返回，在你的 

步幅、步频都不变的情况下，请问你返回所用的 

时间会是多少呢? 

我想几乎每个人都能脱 口而出：还是 5min 

不变! 

对照该题回过头去再看一下原题，答案当然 

不言 自明 —— 还是 5rain不变嘛 ! 

这就是情景的转换给我们解题所带来的快 

速反应 。 

3 研究对象的拟人转换 

因为我们是“题外人”，故在分析问题时往往 

会觉得不能深入其中、有“隔靴搔痒”之感。但假 

若我们把研究对象用我们的躯体取而代之，便会 

油然生出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仿佛原题中物体 

的受力都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身体各处，感同身 

受，就凭这种感觉，有时我们也能快速作出判断。 

例 3 如图2所示，一 根水平放置的粗糙横 

杆上，套有两个质量均为 m的铁环，两铁环上系 

着两根等长的细线，共同拴住一质量为 M 的木 

块，两铁环与木块均静止。把细线与横杆之间的 

夹角 增大后，铁环和木块仍然静止，则横杆对 

两铁环的弹力将— — ，摩擦力将— — (填增 

大、减小或不变)。 

丫 
图 2 图 3 

解析 用“你”去取代木块、铁环和细线，两 

拳头代表两铁环，双臂代表两细线，其余部分代 

表木块，如图 3所示。 

显然，你的“体重”应为(M+2m)g，且保持 

不变，无论0怎样改变，横杆对你的支持力都应 

等于你的体重，即弹力不变：但当把两手的握杆 

点向外移动时，我们都能体会到掌心的痛感会明 

显加剧，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横杆对我们掌 

心的摩擦力增强了。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弹力 

不变、摩擦力增大。 

4 研究对象的累积转换 

多个个体构成了集体，因此，我们可以把大 

的看成是小的累积、多的看成是少的累积、长的 

看成是短的累积、重的看成是轻的累积 ⋯⋯，个 

体也往往能“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 —— 

表现出集体的性质与特点。 

例 4 用 同种金 

属薄板加工成两个边 

长相等的正方形导体 

框 ，如图4所示 ，b框宽 

度为a框的2倍，让它 

画 回 

们从同一高度 自由落 图 4 

下，然后进入同一有界的匀强磁场，而后落地，则 

它们落地的先后顺序应该是： 

A．n先落地 B．b先落地 C．同时落地 

解析 我们不去列式计算，而是进行如下 

的转换： 

把b框看作是由两个完全相同的Ⅱ框拼接在 
一

起的组合体，b框的下落就相当于两个a框并 

排下落，由此想来，两框的下落时间应该相同，即 

同时落地。 

本题正确答案为C。 

5 研究对象的显性转换 

对系统中的个别研究对象，有时我们稍加转 

换，使之转化成我们更加熟悉和了解的物体，则 

物理现象的本质特点往往会表现的更加明显、体 

现得愈加淋漓尽致。 

例 5(2004年全国高考) 如图5所示，四个完 

全相同的弹簧都处于水平位置，它们的右端受到 

大小皆为 F的拉力作用，而左端的情况各不相 

同：① 中弹簧的左端固定在墙上，② 中弹簧的左 

端受大小也为 F的作用，③ 中弹簧的左端拴一 

小物块 ，物块在光滑的桌面上滑动，④ 中弹簧的 

左端拴一小物块，物块在有摩擦的桌面上滑动。 

若认为弹簧的质量都为零，以L 、L。、L。、L4依次 

表示四个弹簧的伸长量，则有 

A．L2> Ll B．L4> L 

C．L1> L3 D．L2= L4 

① 

， 

F 

③ 图
5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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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应用误区及解决策略 

赵连锁 

大城县教育局教研室，河北省 廊坊市 065900 

摘 要：本文从公开课、评优课唱主角，常规课束之高阁；多媒体技术“万能说”；课件展示占据整个课堂；课堂信息 

过量；电脑和教师主动，学生被动；装饰性内容过多，内容与形式牵强附会；阻碍教师和学生进行课堂交流共七个方面 

论述了多媒体教学中的片面做法，并提出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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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推进，多媒体技术的运 

用越来越广泛。这极大地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手 

段，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了课堂的教学 

效率。正是因为多媒体教学有许多优势，有些教 

师就过分夸大其作用，忽视甚至放弃了一些行之 

有效的传统教学方法。现笔者列举多媒体教学中 

的几种片面做法进行简要的剖析，并提出解决策 

略。 

1 公开课、评优课唱主角。常规课束之高阁 

为了一节公开课，可以通过多名教师协同备 

课，反复修改，费尽心机，苦战多日，“精制”出一 

个课件；而在平时教学中多媒体课件则往往被束 

之高阁。 

解决策略：多媒体教学难以常规化的原因除 

了课件数量不足之外，最重要的是相关课件资源 

匮乏以及制作困难。对此，我们可采取以下措施 

解决： 
一 是采取“拿来主义”。目前国内面向课堂教 

学的课件逐渐多起来了，学校可适当购买一些， 

还可与兄弟学校交换使用。二是要因地制宜选择 

制作课件的软件，学会 自己制作，只要人了门，其 

实制作课件并不是太难。只有学会了自己亲自制 

作课件，应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三是要给课件 

“减肥”，设计课件应小巧实用，应把精力集中在 

教学重点、难点的突破上，整堂课都用课件效果 

未必就好。多媒体特有的优势是把教师感到难以 

讲清楚的问题讲清楚就可以了，不求面面俱到。 

2 多媒体技术“万能说” 

现 在普遍称赞多媒体技术能“变抽象为形 

象，化腐朽为神奇”，能大幅度提高教学效果，不 

少教师在教学中也过分依赖多媒体技术。其实多 

媒体技术本身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它多适合于 

需要化抽象为形象的知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 

适合运用多媒体技术来表现。 

解决策略：运用多媒体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提高教学效果，但前提必须是科学地运用多媒 

体技术，如运用不当，教学效果不升反降。教师应 

客观辩证地看待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对于一 

—  砸匣卜卜 

② 

解析 为便于理解，我们把题中的弹簧秤 

作一下变换—— 换成我们所熟悉的测力计—— 

弹簧秤。如图 6所示，因题中弹簧的质量皆为零， 

所以转换后弹簧秤的质量也都视为零。 

． 我们知道，弹簧秤的读数所反映的就是秤 

钩所受拉力的大小。由于题中几种情况下弹簧右 

端所受的拉力相同，所以转换后各弹簧秤的秤钩 

所受拉力F相同，由胡克定律F=kx可知，各弹 

簧的伸长量必然相同。正确的选项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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