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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应用类比方法, 增强物理教学效果
○张宏彪

( 西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 将类比法溶入到新的教学理念、新的教学手段中去 , 从而使学生能更形象、更直观地掌握各种知

识。本文重点阐述类比方法在中学物理教学实践中的灵活应用。

关键词 新课程 中学物理教学 类比

一、类比方法的初步认识
新的教学大纲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不仅要

传授给学生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探究科学

知识的能力, 体验探究的过程和方法。虽然能力比

知识更重要, 但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基础知识也是必

不可少的。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 中学生由于思

维能力和知识水平的限制, 尤其在学习物理知识的

过程中 , 对某些概念或规律常常感到抽象、难于理

解。为了让学生能形象生动并且深刻的掌握知识,
教师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去认

识事物的本质, 进而优化教学过程。在这些方法中,
类比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

类比法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 就是指两个或两

类事物在许多属性上都相似, 从而推出它们在其他

属性上也相似的一种方法。与演绎法和归纳法相

比 , 类比法的或然性最大 , 但它却是最富有创造性

的推理方法, 这种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经常被应用并

将一直应用下去。有许多重大发现都与类比法分不

开。在物理教学中碰到抽象难懂、不易给学生描述

清楚的概念时, 由于中学生的形象思维仍占主要地

位, 抽象思维能力不强, 要直接就物理问题去讲, 学

生掌握得往往不深刻, 甚至可能是勉强接受知识,
显得很被动 , 从而使教师的讲解显得枯燥、缺乏说

服力。 这时如果恰当地应用类比方法, 把学生日

常生活中熟悉的事例或者已经掌握的知识与新的

问题加以类比 , 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 , 而且还能充

分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二、类比方法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举例
物理教学中类比法应用很多 , 也很灵活 , 可以

选学生熟悉的事例, 也可以用学生学过的物理知识

进行类比。

( 一) 与日常生活中学生熟悉的事例做类比

随着学生的成长, 他们的知识也在逐渐增多,
包括对日常生活中一些事物的认识和了解也渐渐

增多, 这就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就拿初

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说 , 初次学习物理 , 对这门课还

不大了解, 有些学生方法不得当, 学起来比较困难,
但如果把新的知识和日常生活中大家熟悉的事例

作类比, 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在讲力的图示时,
需要把力的三要素 , 即力的大小、力的方向和力的

作用点用一条有向线段来表示。用一个几何点表示

作用点, 用箭头表示力的方向, 学生易于理解, 但用

线段的长短来表示力的大小, 学生就大惑不解了。

因为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 它既看不见 , 也摸不

着, 怎么能和一条线段联系起来呢? 为了讲清这个

问题 , 我最后就采用了类比的方法 : 把时间和力来

作类比, 我首先问学生:
“大家能看见时间吗? ”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喊: “能! ”

我说: “好, 谁说一下是怎么看见的? ”

有的同学回答: “在手表或钟表上看见的。”

我说: “对, 可以通过手表或钟表 ( 机械表) 看

见, 但是大家看见的是不是真正的时间呢?”接着让

学生讨论 , 最后得出 : “大家真正看见的并不是时

间, 而是指针末端所转过的距离! ”然后画一个机械

表示意图( 让指针末端和刻度对齐) , 指出钟表上指

针末端转过的距离 , 是一段曲线的长 , 用曲线的长

短来表示时间的长短, 虽然时间看不见, 也摸不着,
但用了钟表后 , 可以用表上的一段线的长度来表

示, 这样, 连小学生也能很清楚地看出时间来, 最后

再把时间和力进行类比。力和时间一样, 既看不见,
也摸不着。要研究它, 就要很好地把它在书面上表

示出来, 既然力有大小, 和时间一样, 我们也就能用

线段的长短来表示力的大小了。这样, 学生对初次

接触的抽象概念 , 便会很自然的接受 , 不会感觉到

突然, 也很有说服力, 不仅能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而

且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也不至于使学生学的

知识呆板、不灵活, 同时, 为以后图象的教学打下了

基础。

再比如给高二学生讲温度的微观本质时, 学生

本来对分子这个微观物质的认识就比较模糊, 要讲

清温度的微观本质是不太容易的。温度是物体大量

分子平均动能的标志 , 为什么要用“平均动能”呢?
学生感到很困惑, 他们已经知道分子在不停地做无

规则的热运动, 由于运动的无规则性, 在某一时刻,
有的分子运动的速度可能很大 , 有的速度可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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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74页) 第二步 , 读材料 , 对材料所涉及的历

史事件及相关时间、地点、历史人物、观点等基本要

素有个初步了解, 对材料出处、按语、说明等情况绝

不能遗漏, 以便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对与设问有关

的材料 , 找出关键字词句 , 最大限度的获取材料中

的有效信息。必要时对有关材料进行重点阅读, 根

据自己的理解 , 判断材料中与设问有关的基本史

实、基本观点。第三步, 回归教材, 分析材料与课本

某一内容的联系。一般来说, 许多材料高于教材, 但

其承载的信息总是显性或隐性的地表现出与课本

知识的联系。第四步, 提炼答案。材料解析题答案有

个基本原则, 即论从材料中出。答案是在对材料的

理解、概括、分析后得出的, 有些题目还需结合所学

知识或个人的认识去解答, 这类题目答案有一定的

开放性。学生可根据材料提供的中心课题, 结合时

政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归

纳, 得出与材料中心话题相联系的结论。在教学上,
培养学生对材料的兴趣并不是最终目的, 而是要在

此基础上教会学生学会动脑动口动手去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 四) 强化阅读理解能力、论证能力和文字表达

能力的训练

随着“大跨度、高概括”的评述题、“小切口、深

分析”的材料论证题等新题型的出现 , 高考历史问

答题对阅读理解能力、论证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这方面的能力需要在平时的

历史教学中进行长期坚持不懈的针对性训练。一是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要重视对学生阅读理解和概括

能力的培养 , 要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启发性、概括

性强的问题, 让学生思考、概括。二是教师在课堂上

应充分运用课本上总结性、概括性的结论或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 培养学生养成习惯 , 对课本上讲的一

些历史事件的性质、意义等 , 不能只是一味地去作

逐条的死记硬背 , 而应自觉地用史实去论证 , 以锻

炼自己运用史实论证观点的能力, 并在理解的基础

上记住要点。三是以历年高考问答题为范例, 有针

对性地强化审题能力和解题思路的训练。

综上所述 , 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应该从高一年级开始, 立足于课本, 以

兴趣引路 , 激活学生思维 , 培养学生动脑动口动手

能力 , 把兴趣和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起来 ; 并遵循由

浅入深, 由易到难, 循序渐进的原则和一定的方法,
决不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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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由于物体的动能与物体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所

以单个分子的动能有的可能很大, 有的可能很小,
但动能非常大的和非常小的毕竟是少数, 而绝大部

分的分子动能接近于某一个平均值, 即平均动能,
分子的这个平均动能就标志了物体的冷热程度, 故

温度是大量分子平均动能的标志。为了使学生对这

个问题加深印象 , 在讲温度的微观本质之前 , 我作

了以下的类比: 一个国家的贫富和温度相类比( 虽

然这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但通过分析就会发现二者

确实有相似之处) 。在一个国家里, 非常富的人是极

少数 , 他们的经济收入高 , 穷得叮当响的人也是少

数 , 他们的经济收入很低 , 但绝大部分人居于某个

平均水平, 这些人的经济收入趋于一个平均值, 所

以要衡量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 即富裕程度,
就可以拿这个国家国民的平均经济收入来衡量, 然

后再讲温度的微观本质。这样做, 学生便于理解, 也

比较生动形象。

( 二) 与学生已经掌握的物理概念和规律做类

比

类比的范围很广, 各种物理量和物理规律有时

也可以相互类比。在学习新概念新规律时, 如学生

对已经学过的某些知识比较熟悉, 也彻底掌握了,
就可以拿新的难懂的知识与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

去作类比, 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新知识。这样做

的结果, 还可以使学过的知识在互相比较过程中掌

握得牢固。

如讲功率时, 可以用学生已经很熟悉的速度来

类比 , 因为人们要描述运动的快慢就用速度来表

示 , 速度是物体在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路程 , 这个概

念在小学阶段学生就很熟悉了。同样, 机器做功也

有快有慢, 做功的快慢怎么表示呢? 就可以仿照速

度的定义得出: 在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功, 就叫功率,
功率用来表示做功的快慢。这样, 由速度得出功率,
两相对照, 既加深了理解, 也便于记忆。这种事例也

很多 , 如理想化模型之间的类比 , 物理图象之间的

类比 , 绷紧的橡皮膜与液体表面张力之间的类比

等。

总之, 类比方法在教学中应用得恰当就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也不能滥用, 滥用会使学生形

成错误的概念, 在钻研教材时, 要细心推敲, 应用最

恰当的例子来类比 , 并要综合其他方法 , 这样会使

学生理解得更透彻, 掌握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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