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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以《摩擦力》一课为例，应用概念卡通的教学手法，尝试将建构主义理论与现实物理教

学方法结合起来，突出概念卡通在课堂中启发学生思想，并用视觉艺术激发他们有更广

阔的设想空间等特点，以期望学生能在新旧认知的冲突中重建正确的科学概念并开拓视

野。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概念卡通、建构主义、摩擦力、认知冲突 

 

 
[a] 熊艳艳（1986年—）,女,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08级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主要研

究方向是物理实验课程与教学研究。 

[b] 吴先球（1968年—）,男,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信息技术

的实验教学应用、核磁共振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十期，第二册，文章十六，第二页(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熊艳艳、 吴先球 

概念卡通在摩擦力教学中的应用 

                                                                                  

 

 
Copyright (C) 2009 HKIEd APFSLT. Volume 10, Issue2, Article 16 (Dec.,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当今的建构主义理论非常重视教学活动中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学生从具体情景中获取

的有意义的建构，皮亚杰、布鲁纳和维果茨基等人的思想都对其有很大的影响。在作为

引导者和激励者的教师的协助下，学生可以凭借原有的认知经验有选择地把他们所获取

的外在信息转变为自己知识结构的一部分，从而能对知识产生有效的理解[1] 。 

为了让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知识得到更好的建构，教育研究者们提出了很多相关的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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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来人们才从研究中发现，概念卡通里角色对话的使用对促进学生学习科学具有积极的

意义，教师在其所设计的与学生前概念相关的情景里可以更好地发现学生经验里对知识

的错误概念，学生也可以在此情景下积极主动地重建正确的科学观念。国外很多学校和

教师已运用了这种教学策略，其学生的知识建构在对问题的辩论中取得了较好的发展

[4，5]。 

概念卡通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概念卡通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概念卡通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应用概念卡通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概念卡通是一种与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错误概念相关且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采用幽默讽

刺的漫画角色对话形式来表现的教学策略。具体来说，概念卡通是一种比较容易见效的

启发性激励教学工具；它也是一种系统反映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的视觉教学工具；它

又是一种培养学生在拓展眼界的同时能够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的教学评价工具[6，

7]。 

概念卡通在中学物理中的教学的应用形式简单且灵活，都可以给学生思考与探索提供有

利的环境，以便他们形成概念建构，多以生动简洁的角色对话呈现，每个角色都会围绕

情景主题提出自己对科学概念理解的观点，这些观点中有些是学生可能的原有经验所积

累的错误观点，有些是科学的正确的观点 。多种不同的观点形象地吸引学生去动脑，

并引出了他们的想法，使他们产生认知冲突，进而有了想与其他同学辩论的动力。这样

学生在受到鼓励的情况下勇于表达自己对物理概念不够成熟甚至错误的观点，教师可以

及时发现并帮助他们纠正这些错误的想法。当然，教师在课堂上激起学生辩论的主题必

须是值得讨论的，而且要与学生以前的知识相关，这样学生才能有兴趣参与进有效的辩

论中去[4，8]。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十期，第二册，文章十六，第三页(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熊艳艳、 吴先球 

概念卡通在摩擦力教学中的应用 

                                                                                  

 

 
Copyright (C) 2009 HKIEd APFSLT. Volume 10, Issue2, Article 16 (Dec.,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摩擦力教学应用概念卡通摩擦力教学应用概念卡通摩擦力教学应用概念卡通摩擦力教学应用概念卡通 

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对象、、、、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内容的分析教学内容的分析 

《摩擦力》是人教版高中物理必修 1第三章第三节的内容。高一的学生对物理的学习仍

然处在与初中衔接的阶段，他们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过渡已经到了末期，但还未彻

底形成抽象思维。 

本节是本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中物理中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的重点、难点之

一，与生活实践有着相当大的联系，学习这部分知识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本节的重点

是滑动摩擦力产生的条件及影响其大小的因素和其大小的计算 F＝µFN，难点是静摩擦

力的判断。因此要让学生在愉快的课堂活动氛围中，从卡通图案努力去发现他们对摩擦

力已有的错误或模糊的观念，提出新问题，期求从探究和辩论中建构正确的物理概念。  

摩擦力教学应用概念卡通的设计摩擦力教学应用概念卡通的设计摩擦力教学应用概念卡通的设计摩擦力教学应用概念卡通的设计 

在引入方面，教师可以先播放有趣的动画视频，投影包含疑问的卡通画，做生动的演示

实等丰富的形式展示日常生活中与摩擦力相关的现象来引入主题：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

的发生？摩擦力是怎样产生的？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例如所投影的卡通画的内容可以

为“冰面上由马达发动起来的玩具车的轮子在空转，寸步难行”，如图 1所示。这样学生

对摩擦力有了个形象而又模糊的认识，为接下来对概念的深入理解做了铺垫。 

 

图图图图 1 冰面上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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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摩擦力有两种类型：静摩擦力与滑动摩擦力 。教师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讲，先讲本

节的难点静摩擦力： 

（1）首先用一副教材改编版的卡通画 "小孩推箱子"来形象地认识静摩擦力，如图 2所

示。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些时间思考：小孩推不动箱子时，箱子有没有受到摩擦力的作用。

然后学生根据通卡角色的对话来产生思维的辩论，他们有的会发现卡通里有些人物角色

的想法跟他们的相同，使他们有动力去思考支持这些观点的原因和解释；而有的会发现

没有一个卡通角色的想法跟他们一致，则可促进他们去寻求反驳别人说法的答案。这样，

在学生一辩一驳的过程中，教师可适当做些引导，提出几个问题让他们更靠近正确的方

向，从而学生逐渐深刻地认识了产生静擦力的条件和如何判断静摩擦力的方向。 

 

图图图图 2 小孩推箱子 

（2）再用弹簧测力计和小车在粗糙的毛巾上的演示来说明静摩擦力大小的变化规律。 

（3）然后让学生举生活中静摩擦力的例子并说明静摩擦力的方向规律，判断学生是否

已掌握经摩擦力的知识。 

讲完静摩擦力就可以讲本节的重点内容滑动摩擦力了。  

（1）首先展示一幅概念卡通，如图 3所示。让学生思考：滑动摩擦力与什么因素有关，

是卡通里所画的其中的哪一种还是哪几种。这幅概念卡通里有多种学生可能会想到的因

素，他们可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来选择。教师在此时可让学生分成小组来讨论，学生在

讨论中互相交换意见，他们的大脑里将形成很多有意义的冲突。教师再适时地引导他们

把自己的最佳理解说出来，用理由去说服别人，从而学生能够在这过程中形成强烈的认

知建构冲突，产生强烈的求知欲，迫切需要探究到底谁的结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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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3 滑动的木块  

（2）然后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自己动手做实验来探究，到底什么因素与滑动摩擦力有

关。实验完毕后每个小组派代表向全班同学陈述自己的结论，解释现象的原因。在探究

中，教师可注意对学生的动手实践作出引导，适时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学生则在此过

程中发现自己原先选择的错误，寻找到正确的答案，且他们在对其他人解释自己的结论

中也构建了新的认知，并加深了对正确概念的理解。 

（3）由此引出滑动摩擦力的概念与计算公式，再由一道例题来巩固计算公式 。 

（4）由教师提出几个问题全班来讨论：在探究之前的一些错误想法的原因出在哪里？

日常生活中的有用滑动摩擦力与有害滑动摩擦力都有哪些？这些问题可以帮着学生反

省并让教师判断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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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整节课的重点之后，教师可对问题的提出、探究过程与结果以及整节课的重点难点

作出总结，并提出课后作业：让每个学生温习在这节课上学到的概念，理清思路，然后

把仍然不懂的或混淆的概念用手绘的卡通描述出来，要求描述清楚其中的矛盾 。教师

可根据学生绘出的概念卡通，有针对性地把学生所混淆的知识内容讲清楚，使学生更好

地掌握摩擦力这部分内容。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概念卡通通过提出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旧的错误经验与新知识发生强烈的冲突，使学

生在此冲突中重建正确的概念。概念卡通与多媒体信息技术融合在物理学科的教学中，

可以在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相互渗透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在物理教学中运用概念卡通，能

使建构主义理论有效地融合进物理课堂教学中，更好地激发学生积极讨论，促进学生主

动探究，最终提高学生解释科学的思想。 

 

图图图图 4 基于概念卡通的摩擦力知识重建 

而概念卡通应用在《摩擦力》这节课上，与以往传统的教学有所不同的是，把启发式思

想融合进了教学中，而不仅仅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充当了学生学习的协助者，引

导学生在认识冲突中主动设想探究与实践，学生可以在与实际联系的概念卡通中自问自

答和与别人辩论，使自己的认识与观念越来越接近正确的概念，并真正地体验从卡通走

向认知的冲突，从辩论走向知识的再认识（如图 4），在辩论与探究实践过程中形成了

知识的自我建构，并可以获得对他们有益的情感价值。要怎样才能让概念卡通在中学物

理教学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广大物理教育工作者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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