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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中学生在 日常生活和小学学习中已接触过大量的具 

有相反意义的量。因此，从具有相反意义的量引入正负数的 

概念是成功的。但是，要学生深刻理解在数学中引入正负数 

的必要性以及正负数的性质，还必须指出，要用数来表示具 

有相反意义的量，要解决正数减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正数 

和零是不够的，这样学生自然就能接受负数了。“小跨度” 

就是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在学生实际与要达到的教学目标之 

间搭好台阶，使学生经历一个从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由 

个别到一般的学习过程，循序渐进、逐步提高，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时时感受到 “我在进步”，“我又成功了”的愉悦， 

体验到自己有能力进行学习，从而不断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形成良性循环。“做中学”就是要帮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 

完成认识上的第一个 “飞跃”获得新知识，同时还要让学生 

带着认识 I二的 “飞跃”去实践，在动脑、动手、动口、解决 

问题的练习中去体会知识的用途，学会用知识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完成认识上的第二次 “飞跃”。这样才能学到知 

识、培养能力。在做中学，教师可以为各类学生提供多种参 

与学习的活动，给学生表现自我、展示才华的机会。“勤反 

馈”就是要在教学的过程中时刻把学生放在心头，学生学到 

了哪些、哪儿可能还存在问题，要通过学生的一个眼神 、一 

个动作、一个练习及时把握教学的发展过程，不失时机地肯 

定学生的进步和弥补学习中的不足。师生在学习中心理上、 

思维上、知识上的双向交流与及时反馈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的关键。 

以往的学习检测往往是用一把尺子，一份试卷去评价不 

同的学生。这样往往使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得不到全面、公正 

的评价，使他们头上总笼罩着失败的阴影，难于摆脱被动的 

局面。我们在学习了北京市 “八五”青年课题关于后进生数 

学学习障碍研究的成果之后，结合我们对教法和学法的研 

究，制定了 “分层测试卡”。具体做法是同一份卷子分三部 

分内容，第一部分考查基本知识，第二部分考查技能训练， 

第三部分考查灵活运用的能力。每一部分都按百分制计算成 

绩。当学习能力差的学生在第一部分测试中取得了好成绩， 

对自己有了信心之后，他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争取第二个一百 

分，第三个一百分⋯⋯这就是鼓励性评价对学生的激励作 

用。事实上，社会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高层次研究或 

专门性技术工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都用奥林匹克的标准去 

要求每一位学生。但是，社会需要每一名劳动者都具有自信 

心、自强的品格，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使那些学习能 

力虽差，却仍可以成为某一方面合格劳动者的学生抬不起头 

来，“分层测试卡”给学生创设了成功的条件，使学生看到 

一 分劳动一分收获，一份努力一份肯定，积极的情绪体验伴 

随着学习的过程，使好、中、差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体验成 

功，激励他们不断向更高层次攀登。 

教改实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它既而向 

全体又能注意照顾了个体，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互相促进的 

过程，成为建构学生主体的过程，并使教师能在教学过程中 

不断转变观念 ，最终达到促进人的发展的目标。 

探究化学谋题选择生活化 

彭方玉 河南省桐柏县毛集镇一初中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学化学课程内容更加注重 

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科技的发展，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 

发展提供了拓展和创新的平台。探究性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形 

式，也是义务教育阶段化学课程的重要内容，对发展学生的 

科学素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性就是引导学生从日常生 

活中选取熟悉的素材，通过观察与实验探究活动，认识物质 

及其变化，增强学生对化学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帮助学生 

从化学角度认识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初步形成科学的物 

质观和合理利用物质的意识。 
一

、 选材源于生活的探究是化学学科的需要 

探究活动包括实验室探究、家庭小实验、调查 、讨论等 

多种形式。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化学教 

学中实验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验教学的功能不仅仅是验证 

和扩展化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为学生走近科学提供了一种 

独特的形式，使学生可以通过亲身的探究去感受和领悟科学 

的理念，因此要加强实验的探究性而不是简单的验证。我们 

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中考的一些改革对学生学习 

化学的积极性产生了一定的负而影响，通过加强探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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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使探究实验成为学生展示个性的舞台，不仅使学生能 

够在探究中懂得知识的社会价值，还能够提高学生学习化学 

的兴趣。 

二、以生活性为背景的探究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全面发 

展的能力 

为体现探究的生活性，我们要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即 

所谓的 “校本课程”、“乡土教材”。例如：教材上册第三单 

元课题3《水的净化》和课题4《爱护水资源》，还有下册的 

第十一单元课题 l《生活中常见的盐》的教学都可以利用我 

镇的乡土资源——氟石粉厂的废水为探究材料。在教学《爱 

护水资源》的时候我根据学校离氟石粉厂近的特点，利用周 

末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与探究，调查内容包括我镇下游河水 

污染的主要来源、水净化的方法及水污染的治理措施，还有 

从网上查找资料以获取有关资料和信息；探究内容包括利用 

自己制作的净水器对粗盐水进行过滤，把经过过滤粗盐水放 

在容器里，蒸发掉水后观察所褥到的食盐的颜色与粗盐进行 

比较，分小组对本活动进行小结，完成活动报告；在探究活 

动中我还向学生宣传 “关爱候鸟从我做起”的社团活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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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孩子要自觉地养成环境保护意识，利用所学知识来保护 

我们生存的环境。“二氧化碳的制取探究”和 “碳酸根离子 

的鉴别”可以用学生自己准备的装修废料或本地的白石、 

鸡蛋壳等为材料进行探究，这样就可以让学生了解身边的 

一 些物质在实验中可以做药品的替代品，可以通过废物利 

用节约资源，同时可以提高孩子对身边物质的探究欲。通 

过探究活动，学生的各种能力，特别是同学问相互合作的 

能力和活动能力都会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学生的环境、 

资源意识j导到了提高。 

三、以生活性为背景的探究是新课程改革的主流 

现用的新教材上册安排了十三个探究性课题，下册有十 
一 个，还有一些家庭小实验和讨论的内容。探究活动大概包 

含五种类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探究都与生活有紧密的联 

系，我们要做到实验探究的生活化、简单化和微型化，以适 

应绿色化学发展的要求，又要尽量紧密结合生活实际，使学 

生感受到化学的用处，学有所用。例如：“自制酸碱指示剂” 

的探究要求学生自带几种植物的花瓣或果实来制取酸碱指 

示剂并试验它们在酸、碱溶液中颜色的改变，通过探究让学 

生感受到知识的用处，并拥有强烈的成就感和愉悦感。特别 

是家庭小实验，如清洗餐具、自制汽水、制作叶脉书签、保 

鲜膜的能力测试等更深刻地体现了探究的生活性。 

总之，近年来化学教学改革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 

就总体而言，长期的化学教育只注重于知识的传播，轻视能 

力的培养，学生以接受学习为主、对 “讲、记、背、练”的 

方式习以为常，围绕应试展开的重复演练日趋严重，重结果、 

轻过程，重问接经验的传播，轻视或忽略亲身体验所获j导的 

经验，学生缺乏动手实践和探究的机会，分析解决问题和合 

作交流的能力得不到应有的锻炼，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综合 

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改变学生学 

习方式，倡导探究式学习。探究式学习是一种强调学生自主 

积极获取知识的学习方式。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强调、重视探 

究活动，探究活动的选材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这样的知识 

体系符合学生生理、心理的发展要求，同时学生通过探究可 

以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逐步形成终身学习能力。 

子弹穿木块问题的两种禳法 

康书臣 河北省丰宁县凤山一中 

在研究子弹穿木块问题时，发现以地面为参照物，应用 

物理公式列式，数学方法整理讨论，最后得出结论，这一过 

程比较繁琐复杂，并且整理和讨论很容易出错。本人想出两 

种方法——相对运动法和图像法与大家商榷。 

《原 题I质量 M 长度 L的长方体木块静止于光滑 

的水平面上，被一质量为 m 的子弹击中后穿透 ，子弹初速 

度为 Vo，设子弹穿过木块后速度变为 V。木块获得的速度为 

v2，若木块对子弹的阻力恒定，且子弹大小忽略不计，则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子弹质量m越大，木块获得的动能越大。 

B、子弹质量 m越小，木块获得的动能越大。 

C、子弹的速度 v。越大，木块获得的动能越大。 

D、子弹的速度 V。越大，木块获得的动能越小。 

v0 

图 1 

方法 1：相对运动法 

设木块对子弹的阻力为
．  

则子弹对地的加速度口1= ， 
， 

脚  

方向向左；木块对地的加速度口2= ，方向向右；子弹对 
LYI 

， ， 

木块的加速度 口 =口I+口2= + ，方向向左。子弹对地 
，玎 Ⅳ I 

的初速度v。，由于木块的初速为0，所以子弹对木块的初速为 

vo，因此子弹相对木块做向右的初速度为v0，加速度为a 的 

匀减速运动。设子弹穿过木块瞬间的子弹相对木块的速度为 

v 在子弹穿越木块的过程中子弹的平均相对速度为 ，子 

弹相对木块的位移S =L，因此以木块为参照物在此过程中 

有以下三个式子成立。 

— vI2=2a相s相 (1) 

Vo+V,
：  (2) 

s相=_相t (3) 

由以上三式可知，当Vo增大时Vt增大，_相就会增大， 

子弹穿木块所用时间将减小。木块获得的速度为 V2=a2t， 

所以 V2减小，它获得的动能也减小。同理若只增加子弹的 

质量m，则al减小，口~lg4'，Vt增大，_相增大，子弹穿 

木块所用时问将减小。木块获得的速度为V2减小，它获得 

的动能也减小。因此本题应选 B和 D。 

方法 2：图象法 

我们可以作出两种情况下子弹和木块的V—t图象。子 

弹做初速为 V。的匀减速运动，它的 V—t图象向下倾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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