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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以《摩擦力》一課為例，應用概念卡通的教學手法，嘗試將建構主義理論與現實物理教

學方法結合起來，突出概念卡通在課堂中啟發學生思想，並用視覺藝術激發他們有更廣

闊的設想空間等特點，以期望學生能在新舊認知的衝突中重建正確的科學概念並開拓視

野。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概念卡通、建構主義、摩擦力、認知衝突 

 
 
[a] 熊豔豔（1986年—）,女,華南師範大學物理與電信工程學院 2008級物理課程與教學論研究生,主要研

究方向是物理實驗課程與教學研究。 

[b] 吳先球（1968年—）,男,華南師範大學物理與電信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信息技術

的實驗教學應用、核磁共振技術及其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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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當今的建構主義理論非常重視教學活動中學生主體性的發揮和學生從具體情景中獲取

的有意義的建構，皮亞傑、布魯納和維果茨基等人的思想都對其有很大的影響。在作為

引導者和激勵者的教師的協助下，學生可以憑藉原有的認知經驗有選擇地把他們所獲取

的外在信息轉變為自己知識結構的一部分，從而能對知識產生有效的理解[1] 。 

為了讓教學過程中學生的知識得到更好的建構，教育研究者們提出了很多相關的教學方

法，其中就有上個世紀 90年代由 Keogh和 Naylor提出的概念卡通[2，3]。然而直到近

年來人們才從研究中發現，概念卡通裏角色對話的使用對促進學生學習科學具有積極的

意義，教師在其所設計的與學生前概念相關的情景裏可以更好地發現學生經驗裏對知識

的錯誤概念，學生也可以在此情景下積極主動地重建正確的科學觀念。國外很多學校和

教師已運用了這種教學策略，其學生的知識建構在對問題的辯論中取得了較好的發展

[4，5]。 

概念卡通在中學物理教學中的應用概念卡通在中學物理教學中的應用概念卡通在中學物理教學中的應用概念卡通在中學物理教學中的應用 

概念卡通是一種與學生日常生活中的錯誤概念相關且基於建構主義理論的採用幽默諷

刺的漫畫角色對話形式來表現的教學策略。具體來說，概念卡通是一種比較容易見效的

啟發性激勵教學工具；它也是一種系統反映學生積極主動參與課堂的視覺教學工具；它

又是一種培養學生在拓展眼界的同時能夠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的教學評價工具

[6，7]。 

概念卡通在中學物理中的教學的應用形式簡單且靈活，都可以給學生思考與探索提供有

利的環境，以便他們形成概念建構，多以生動簡潔的角色對話呈現，每個角色都會圍繞

情景主題提出自己對科學概念理解的觀點，這些觀點中有些是學生可能的原有經驗所積

累的錯誤觀點，有些是科學的正確的觀點 。多種不同的觀點形象地吸引學生去動腦，

並引出了他們的想法，使他們產生認知衝突，進而有了想與其他同學辯論的動力。這樣

學生在受到鼓勵的情況下勇於表達自己對物理概念不夠成熟甚至錯誤的觀點，教師可以

及時發現並幫助他們糾正這些錯誤的想法。當然，教師在課堂上激起學生辯論的主題必

須是值得討論的，而且要與學生以前的知識相關，這樣學生才能有興趣參與進有效的辯

論中去[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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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教學應用概念卡通摩擦力教學應用概念卡通摩擦力教學應用概念卡通摩擦力教學應用概念卡通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對象、、、、教學內容的分析教學內容的分析教學內容的分析教學內容的分析 

《摩擦力》是人教版高中物理必修 1第三章第三節的內容。高一的學生對物理的學習仍

然處在與初中銜接的階段，他們從形象思維到抽象思維的過渡已經到了末期，但還未徹

底形成抽象思維。 

本節是本章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高中物理中對物體進行受力分析的重點、難點之

一，與生活實踐有著相當大的聯繫，學習這部分知識有著廣泛的現實意義。本節的重點

是滑動摩擦力產生的條件及影響其大小的因素和其大小的計算 F＝µFN，難點是靜摩擦

力的判斷。因此要讓學生在愉快的課堂活動氛圍中，從卡通圖案努力去發現他們對摩擦

力已有的錯誤或模糊的觀念，提出新問題，期求從探究和辯論中建構正確的物理概念。  

摩擦力教學應用概念卡通的設計摩擦力教學應用概念卡通的設計摩擦力教學應用概念卡通的設計摩擦力教學應用概念卡通的設計 

在引入方面，教師可以先播放有趣的動畫視頻，投影包含疑問的卡通畫，做生動的演示

實等豐富的形式展示日常生活中與摩擦力相關的現象來引入主題：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

的發生？摩擦力是怎樣產生的？與哪些因素有關呢？例如所投影的卡通畫的內容可以

為“冰面上由馬達發動起來的玩具車的輪子在空轉，寸步難行”，如圖 1所示。這樣學生

對摩擦力有了個形象而又模糊的認識，為接下來對概念的深入理解做了鋪墊。 

 

圖圖圖圖 1 冰面上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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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摩擦力有兩種類型：靜摩擦力與滑動摩擦力 。教師可以分為兩部分來講，先講本

節的難點靜摩擦力： 

（1）首先用一副教材改編版的卡通畫 "小孩推箱子"來形象地認識靜摩擦力，如圖 2所

示。教師可以給學生一些時間思考：小孩推不動箱子時，箱子有沒有受到摩擦力的作用。

然後學生根據通卡角色的對話來產生思維的辯論，他們有的會發現卡通裏有些人物角色

的想法跟他們的相同，使他們有動力去思考支持這些觀點的原因和解釋；而有的會發現

沒有一個卡通角色的想法跟他們一致，則可促進他們去尋求反駁別人說法的答案。這

樣，在學生一辯一駁的過程中，教師可適當做些引導，提出幾個問題讓他們更靠近正確

的方向，從而學生逐漸深刻地認識了產生靜擦力的條件和如何判斷靜摩擦力的方向。 

 

圖圖圖圖 2 小孩推箱子 

（2）再用彈簧測力計和小車在粗糙的毛巾上的演示來說明靜摩擦力大小的變化規律。 

（3）然後讓學生舉生活中靜摩擦力的例子並說明靜摩擦力的方向規律，判斷學生是否

已掌握經摩擦力的知識。 

講完靜摩擦力就可以講本節的重點內容滑動摩擦力了。  

（1）首先展示一幅概念卡通，如圖 3所示。讓學生思考：滑動摩擦力與什麼因素有關，

是卡通裏所畫的其中的哪一種還是哪幾種。這幅概念卡通裏有多種學生可能會想到的因

素，他們可根據自己已有的經驗來選擇。教師在此時可讓學生分成小組來討論，學生在

討論中互相交換意見，他們的大腦裏將形成很多有意義的衝突。教師再適時地引導他們

把自己的最佳理解說出來，用理由去說服別人，從而學生能夠在這過程中形成強烈的認

知建構衝突，產生強烈的求知欲，迫切需要探究到底誰的結論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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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 滑動的木塊  

（2）然後讓學生以組為單位，自己動手做實驗來探究，到底什麼因素與滑動摩擦力有

關。實驗完畢後每個小組派代表向全班同學陳述自己的結論，解釋現象的原因。在探究

中，教師可注意對學生的動手實踐作出引導，適時指出他們存在的問題。學生則在此過

程中發現自己原先選擇的錯誤，尋找到正確的答案，且他們在對其他人解釋自己的結論

中也構建了新的認知，並加深了對正確概念的理解。 

（3）由此引出滑動摩擦力的概念與計算公式，再由一道例題來鞏固計算公式 。 

（4）由教師提出幾個問題全班來討論：在探究之前的一些錯誤想法的原因出在哪裡？

日常生活中的有用滑動摩擦力與有害滑動摩擦力都有哪些？這些問題可以幫著學生反

省並讓教師判斷學生掌握知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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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整節課的重點之後，教師可對問題的提出、探究過程與結果以及整節課的重點難點

作出總結，並提出課後作業：讓每個學生溫習在這節課上學到的概念，理清思路，然後

把仍然不懂的或混淆的概念用手繪的卡通描述出來，要求描述清楚其中的矛盾 。教師

可根據學生繪出的概念卡通，有針對性地把學生所混淆的知識內容講清楚，使學生更好

地掌握摩擦力這部分內容。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概念卡通通過提出開放性的問題，讓學生舊的錯誤經驗與新知識發生強烈的衝突，使學

生在此衝突中重建正確的概念。概念卡通與多媒體信息技術融合在物理學科的教學中，

可以在教學內容與方法的相互滲透中開拓學生的視野。在物理教學中運用概念卡通，能

使建構主義理論有效地融合進物理課堂教學中，更好地激發學生積極討論，促進學生主

動探究，最終提高學生解釋科學的思想。 

 

圖圖圖圖 4 基於概念卡通的摩擦力知識重建 

而概念卡通應用在《摩擦力》這節課上，與以往傳統的教學有所不同的是，把啟發式思

想融合進了教學中，而不僅僅是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教師充當了學生學習的協助者，引

導學生在認識衝突中主動設想探究與實踐，學生可以在與實際聯繫的概念卡通中自問自

答和與別人辯論，使自己的認識與觀念越來越接近正確的概念，並真正地體驗從卡通走

向認知的衝突，從辯論走向知識的再認識（如圖 4），在辯論與探究實踐過程中形成了

知識的自我建構，並可以獲得對他們有益的情感價值。要怎樣才能讓概念卡通在中學物

理教學中得到更好的應用，廣大物理教育工作者還需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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