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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 本求源 ， 技术 与 物理教 学 的 深度 融合
——

以
“

简谐运动
”

教学 为例

罗 慧 （衢 州 市 常 山 县 紫港 中 学 浙 江 ３２４ ２０ ０ ）

杨小 芳 （衢州 市 工 程 技 术 学校 浙江 ３２ ４２０ ０ ）

摘 要 本文 以
“

简 谐运动
”
一 课的 几个教 学环节 为例 ， 阐 述 了教育 技术在物理课 堂上应 用 时 应充 分考 虑其必要性 ，将技

术真正地服务教 学 ， 融 于 教学 ， 回归 物理 学科 的本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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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技术 的发展 ，物理教师开始思考如何

利用其突破教学上的重点难点 。 笔者有幸观摩了浙

江省学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大赛 ，惊 叹教师在物理

课堂上应用各种信息技术之余 ，也发现部分物理课

堂已经失去 了 物理的 味道 ，技术在课堂上
“

乱用
”“

滥

用 物理课
”

变成了
“

信息课
”

， 教师成 了课堂的 表

演者 ，很多计算 机操作让学生不 明所 以 ，
“

简单的 实

验
”

利用技术
“

复杂 着做
”

，

“

复杂 的实验
”

用计算机
“

演示着做
”

，这对学生掌握物理概念及规律的 形成

过程是不利的 。 只 有朔本求源 ，让技术与物理课堂

深度融合 ，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 ， 让科学思

维在技术的应用中得到提高 。

简谐运动空间上的往复性和时 间上的周期性给

学生带来美的 同时 ，也对学生的 想象能力 、思维能力

提出 较高要求 ，尤其是弹簧振子模型的建立过程和振

动 图象的描绘和理解 ，笔者在实践中应用教育技术突

破了教学难点 的同时也关注到 学生的认知思维的成

长 ，借几个教学环节抛砖引 玉 ，盼与 同行共同探讨 。

一

、 模拟动 画技术与 实验互补构建弹簧振子模型

活动 １ 展示秋千运动 的模拟动 画 ；展示实验 ：

重物挂在弹簧下受弹力作用 的 上下运 动 ， 并请学生

观察分析两个运动的特点 。

活动 ２ 学生观察横向 的气垫导轨上弹簧振子

在不充气和充气 （见 图 １ ）情况下运动 的对 比 。

活动 ３ 构建弹簧振子的运动模型并展示弹簧

振子 的模拟运动 图象 （见图 ２ ） 。

设计意 图 ： 学生观察动态 图 片 、 实验现象并举

例生活中 的振动 ，分析运动规律总结得到机械振动

气垫导轨进气 口

图 １ 弹簧振子演示仪

弹簧振子

Ａ０Ｂ

图 ２ 弹簧振子动态模 型

概念 ；教师再 以实验链 、 问题链 的形式 ，通过搭建脚

手架 ，引 导学生理性思考 ， 经历概念形成的过程 ， 习

得理想化模型 ，最后播放水平弹簧振子模拟运动 的

动态模型 ，使学生对其运动规律有
一个简单 的感性

认识
。

实际生活中没有能量损失 的振动 是不存在的 ，

在构建理想化模型时 ， 有摩擦和摩擦较小的两个对

比实验 ，反差很大 ，有利于学生理解弹簧振子是忽略

能量损失前提下建立 的理想化模型 ， 但对学生感性

认识
“

弹簧振子在没有能量损失 的情况下会一直周

而复始地运动下去
”

是远远不够的 ，且实验时 由 于物

体运动周期较短 ，不易 观察 ，理解和分析运动过程中

的物理量变化有很大的难度 ，应用计算机模拟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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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子运动 ，清晰 的 动画 ，放慢 的运动过程 ，无 限次 的

重复恰好弥补 了这种不足 ，使学生对弹簧振子模型

的建立和运动情况有了更感性和直观的认识 。

二 、 视频处理技术与实 验融合 描绘振子运动 图 象

活动 １ 教师用粉笔在黑板上竖直上下做往复

运动 ， 同时请学生水平移动黑板 （黑板可水平移动 ） 。

活动 ２ 学生 实验 ：
一

个

同 学执笔靠着尺子在纸上下往

复运动 ， 另 一个 同学水 平匀 速

拉动纸带 （见图 ３ ） 。

活动 ３ 利用多媒体技 术

描绘 弹簧振 子 的 ：ｃ
－

ｉ 图 象 。

步骤 ： （ １ ） 用手机拍 摄 弹簧 振

子的运动视频 ； （ ２ ） 利用视频软

件 Ｋｍｐ ｌａｙ ｅｒ 进行画面捕捉 ： 打开 已 经录好 的 视频

丨

、气
‘

Ｈｉ

图 ３ 描绘笔尖运 动图象

后 ， 按
“

鼠标 右键一捕 获
一

画 面 ： 局 级捕 获一顿検

式
”

弹出对话框 （见 图 ４ ） ， 将
“

连续
” “

在一 秒 内 ２０

帧
”

选 中 ，然后点击开始并让视频开始播放 ， 视频结

束后点击停止截图 ，这样就得到 了 振子在不 同时刻

的位置截图 ，截图文件保存的位置为 Ｃ ：＼ＫＭＰｌａｙｅｒ

＼ＣａＰ
ｍ ｒｅ＼ （如 图 ５ 所示 ） ； （ ３ ）在 ＰＰＴ 新建空 白 幻灯

片 ，插人步骤 ２ 获得 的 图片 ，并按
“

排列一对齐一顶

端对齐一横向分布
”

的顺序得到 不同 时刻振子 的位

置 （见图 ６ ） 。

设计意 图 在 得到
“

平 衡位置
” “

位移
”

等 相关

概念后 ，观察竖直 弹簧振子 的 动态模拟 ， 请学生思

考如 何获得弹簧振子
“

ｚ
－

ｆ

”

图象 ， 通过师生互动及

学生实验解决 问题 ，利用扫描法形成 ｘ － ｆ 图 象 ，最

后利用多媒体 技术得 到 更 准确 的 结果 ， 理性认识

弹簧振子的运动规律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 的科学探

究态度 。

扫描法获得物体随时间振动的图象在生活 中有

广泛的应用 ，如地震仪 、 心电 图等 。 学生经历手拉纸

带实验初步接触了扫描法 ，认识到振动物体的 实际

运动与 图象 的区别 ， 也理解了 当纸带勻速运动

时可以理解为时间在空 间上的 展开 ，但是纸带的 匀

速不好控制 ，手的运动也不是机械振动 ，多媒体技术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利用动画成像原理 ，将做机

械振动的物体运动视频分解成帧画面 ， 并利用 ＰＰＴ

软件中 的横 向分布功能 ，使每帧图片错开排布 ，且相

邻两张 图 片 的时间 间 隔是一样 的 ，例如 １ｓ 取 ２ ０ 帧

图片 ，则时间 间隔为 〇 ． 〇５ ｓ 。 在之前实验的基础上 ，

设置关于技术运用 的
“

问题链
”

，搭建
“

脚手架
”

使每
一步计算机操作均有依有据 ，让教育技术真正成为

了实验过程的一部分 ，学生对图 片处理结果感到 震

撼的 同时 ，认识到机械振动的规律性 ，加深对扫描法

的理解 ，提高从不同 角 度思考问题的能力 。

三 、 绘 图软件与数理方 法比对 掌握简谐运动规律

活动 １ 引导学生观察弹簧振子 的 ： 图象 ，

思考位移与时间的可能关系 ，及论证猜想的方法 ，请

学生阅读书本上给 出 的两个方案 。

活动 ２ 利用 ＰＰＴ 上已经完成 ｘ
－

ｉ 图 象与 几

何 画板 中 的 正 弦 函 数 图 象进 行 对 比 拟合 ， 步骤 ：

（ １ ）利 用截 图软 件截取 环节二获得 的 位移 时 间 图

象 ，并复制 到 几何 画 板 软件 中 ４ ２ ） 在几何 画 板 中

按
“

绘图一绘制新 函 数一新建 ｓ ｉｎ 函 数
”

的 步骤 操

作建立正弦 函数 图象 ； （３ ） 调整 函数 图 象的 位置及
“

〇／
’

、

“

Ａ
”

参数 ， 使两 图 象接 近重合并 进行 比 对得

到结论
“

弹簧振 子 的 工 图 象是 正 弦函 数 图象
”

（见图 ７ ） 。

振子

运动图

三角

函数图

图 ７ 振动 图象与 函数 图象对 比

（下转第 ７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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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系数来描述 ， 即 节流过程的 降温效

应可 以使气体降温而液化 ，所 以在低温工程技术 中

有童要应用 。

４ ． 发现 了磁致伸缩现象

焦耳发现铁磁性物质在外磁场 中磁化时 ， 其尺

寸伸长或缩短 ，形状发生改变而体积不变 ，当撤掉磁

场后又恢复原状 ， 这就是焦耳最先发现的磁致伸缩

效应 ，该效应可以用磁致伸缩系数即 Ａ＝来

描述 ， 为纪念焦耳 的此项发现 ，把具有这种效应 的

材料叫做焦耳磁致 伸缩材料 。 磁致伸缩 现象在声

呐 、传感器等方面有重要应用 。

三 、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焦耳的生平及其主要科学贡献进行

了介绍 ，对科学 的热爱之情让他能几十年如
一

日 地

专注于热功当量实验 ，执着追求真理 、锲而不舍的科

学精神完全呈现 ，一生为科学奋斗不止 ，他在热学、

电学和热力学方面做 出 了重大成就 。 尽管其研究工

作获得科学界的 承认走过 了艰难的历程 ，一路充满

坎坷 ， 而历史是公正的 ，英雄不 问 出身 ，他对科学做

出 的贡献最终被大家所接受 。 他 的科学思想在 当时

（上 接第 ７ 页 ）

设计意 图 观察实验结论 ， 利用数学分析的 方

法 ，获取和处理 信息 ，基 于证据得出 结论并做 出 解

释 ，定量地得 到振子位移与时间 的变化规律 。 同 时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对分析过程

进行改进 ，提高解决 问题 的效率 ， 获得物理观念
“

简

谐运动
”

，体会运动的对称美 ，简单美 ，规律美 。

最简单的机械振动有着最简单的运动规律 。 传

统课堂上 ，学生观察振子的 图 象后猜想其应是

一个正弦函数 ，但证明过程费时费力 ，教师往往只能

让学生在课后完成 ， 甚至直接给出结论 。 高 中物理

新课程标准明确 指出 ：
“

没有探究 ， 就没有科学 ， 高

中阶段 的物理课程要 给学生提供必要 的科学探究

机会。
”

几何 画板是数 学 教师 在课堂上 的 常用软

件 ，可 以画 出 不 同 函数 的 图象 。 经过笔者实践 ， 将

实验得到 的图象与几何画 板画 出 的三角 函数 图象

重合进行 比对拟合 ， 整个过程耗时极 短 ，而对学生

认知思维成长 的意义是 巨 大的 ， 物 理学研究的 结

论可能被学生忘记 ， 但物理学研究 的 思想和方法 ，

研究 的态度一 定能够长久 地被学 生 的 学习 ， 生 活

为物理学的发展指 明 了正确的方 向 ， 为全世界物理

学研究做出 了卓越贡献 ，他的学术人生一百多年来

依然放射出灿烂 的光芒 ，焦耳这位科学巨 Ｅ在历史

的夜空 中将永远耀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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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研究大 自 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学 问 ， 它

是一门实验的科学 ， 物理概念 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实

验现象的基础之上 ， 新概念 的形成建立在 旧概念的

基础之上 ，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时必须循序渐进 ，螺

旋上升 。 而教育技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 在课堂中

的应用应该是为了解决教学过程 中 的难题 ， 而不是

带来新 的问题 ， 物理教学 的本质还是应该 回归到 以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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