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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真实情境的科学探究教学
——以“超重和失重”教学设计为例

刘永涛

（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创设情境并建立模型有利于培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教师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通过情境的引入，可以使物理课堂教学更加丰

富而有趣。笔者以“超重和失重”教学设计为例，创设实验情境、播放视频展现真实情境，在情境中探究深奥的物理规律，有效实施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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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标与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人教版《运动和力的关系》第 6 节，是典型的应用课。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有利于学生理解这些定律和规律，培养学生针对

具体的真实情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生活中有很多超重和失

重现象，学生通过亲身体验，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学探究热情，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本节课结合了我国的空间站技术，能让学

生了解科学前沿，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科学态度责任。

笔者通过创设真实的实验情境从以下两个角度引导学生探究

超重和失重现象。从运动学的角度看：当物体加速上升或减速下

降时，物体处于超重状态；当物体加速下降或减速上升时，物体

处于失重状态。从动力学的角度看：物体具有向上的加速度时，

物体处于超重状态；物体具有向下的加速度时，物体处于失重状态，

前为表象后为本质。

二、学情分析

（一）知识技能基础

学生已学习牛顿第一定律和牛顿第二定律，通过科学探究认

识了加速度与力和质量的关系，建立了运动与力的内在联系；通

过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系统地学习了两种动力学问题的分析和

求解思路，具备了受力分析和运用牛顿运动定律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这为学习本节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难点在于运用这些知

识解决真实情境中的具体问题。

（二）生活经验基础

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接触和体验过一些超重和失重现象，

如电梯、跳楼机、过山车、蹦极等娱乐项目。

（三）可能存在的困惑

学生对于超重和失重的概念存在误区，主观上认为失重的物

体重力消失了，超重的物体重力增加，混淆视重和实际重力，缺

乏对超重和失重物理内涵的理解；对于实际生活中的情境，缺乏

建立物理模型的经验。

三、素养目标

物理观念：认识超重与失重现象，理解其实质及产生条件，

形成运动和相互作用观。

科学思维：经历超重与失重的建模和推理过程，培养学生科

学归纳、科学建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科学探究：通过实验情境探究超重与失重现象的本质，培养

科学探究能力。

科学态度与责任：通过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在合作探究中

培养学生细心观察、勤于思考、相互交流的学习习惯和合作精神；

通过我国航空航天的成就，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和爱国主义情怀。

四、教学过程

情境 1 盲盒实验：创设实验情境引入新课

电子秤上放置一个盲盒，让学生观察电子秤的示数，为了便

于学生观察，教师利用投屏器在电子屏上展示。学生发现示数不

停发生变化，感到困惑。

学生活动：

观察和思考：盲盒的重力应该是固定的数值，为什么电子秤

上的示数不停地变化？

1. 学生分组测量平衡状态和非平衡状态下的钩码重力并记录

结果。

2. 观察和思考：平衡状态和非平衡状态下，两种测量示数为

什么不同？

设计意图：

1. 创设非静止状态下的重力测量情境，引发学生思考、猜想。

2. 用已有认知和实验现象形成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望。引出新课，同时也为课堂效果检验、首尾照应埋下伏笔。

探究活动一：创设实验情景体验超重和失重

情境 2 测量体重

1. 教师让一学生站立在体重秤上静止不动，观察体重秤的示

数并记录。

教师提问 1：此时体重秤的示数表示什么？

学生回答 1：重力

2. 教师一只脚用力踩压体重秤。

教师提问 2：体重秤的示数是我的脚的重力吗？

学生回答 2：不是

教师通过 PPT 展示学生的重力、体重秤对学生的支持力、学

生对体重秤的压力。

学生思考：什么情况下示数不表示重力的大小？

教师提问 3：如果同学在体重秤上做快速下蹲时，体重秤的

示数怎么变化？

学生回答 3：可能会增大吧？

3. 教师指导学生在体重秤上做快速下蹲动作。由于体重秤示

数变化较快，教师利用投屏器在电子屏上展示下蹲过程中体重秤

示数变化的慢动作镜头，便于学生观察。

教师提问 4：在下蹲过程中示数如何变化？

学生回答 4：先小于重力，后大于重力，最后等于重力。

教师总结并 PPT 展示超重和失重现象：

设计意图：

1. 通过真实的实验情境，引出超重和失重的概念；

2. 实验数据与学生想象不一样，形成认知冲突。

探究活动二：超重和失重现象的运动学特点

情境 3 观察玩偶在电梯中运动

教师播放视频，让学生观察电梯上升过程中电子秤示数的变

化，记录数据并判断玩偶是处于超重状态还是失重状态，完成表

格填写。（视频由教师课前在电梯中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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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提问：电梯从一楼上升到五楼可以简化为哪几个过程？

根据你观察到的电子秤示数变化，哪个阶段玩偶处于超重状态？

哪个阶段玩偶处于失重状态？

学生回答：三个过程：加速上升阶段，处于超重状态；匀速

上升阶段，处于平衡状态；减速上升阶段，处于失重状态。

教师播放视频，让学生观察电梯下降过程中电子秤示数的变

化，记录数据并判断玩偶是处于超重状态还是失重状态，完成表

格填写。

教师提问：电梯从五楼下降到一楼可以简化为哪几个过程？

根据你观察到的电子秤示数变化，哪个阶段玩偶处于超重状态？

哪个阶段玩偶处于失重状态？

学生回答：三个过程：加速下降阶段，处于失重状态；匀速

下降阶段，处于平衡状态；减速下降阶段，处于超重状态。

教师提问：请总结超重和失重的运动学特点。

学生回答：物体加速上升或减速下降处于超重状态；物体减

速上升或加速下降处于失重状态。

设计意图：

1. 通过观看视频让学生体验生活中的超重、失重现象，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发学生的积极思考，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参与性。

2. 把问题融入到实验情境中，学生通过情境活动提出问题、

构建模型、数据分析等，进行探究式学习。

探究活动三：超重和失重现象的动力学特点

教师让学生在表格第五列填写加速度的方向

教师提问：认真观察表格第四列和第五列总结超重和失重现

象的动力学特点是什么？

学生回答：物体具有向上的加速度处于超重状态；物体具有

向下的加速度处于失重状态。

探究活动四：创设情境探究完全失重现象

情境 4 观察弹簧秤拉动钩码运动（学生分组实验）。

1. 用弹簧测力计测量钩码重力

引导学生注意观察：使用弹簧测力计测量钩码重力时，平衡

状态和非平衡状态下，两种测量示数是否相同？进一步提醒学生

在使用弹簧秤测物体重力时一定要使物体处于静止状态。

2. 让钩码加速向上运动，观察并记录弹簧秤示数。

3. 让钩码加速向下运动，观察并记录弹簧秤示数。

学生分组实验并记录，学生发现当钩码加速向上运动或加速

向下运动时，由于弹簧秤示数变化较快，记录数据困难。

4. 由于示数变化较快，教师利用投屏器在电子屏上展示其中

一个小组钩码加速上升、加速下落过程中弹簧秤示数变化的慢动

作镜头，并记录在黑板上。

让学生利用黑板上的数据，通过计算说明钩码是超重还是失

重，并求出钩码加速度的大小。

教师巡视，发现问题具体指导。找出具有代表性的作答投屏，

进行点评。

PPT 展示：物体具有竖直向下的加速度，且大小等于重力加

速度 g，它对支持物的压力（或悬挂物的拉力）为 0，这个现象叫

作完全失重。

教师提问：完全失重状态下会出现什么奇特的现象呢？

学生思考。

情境 5 一学生手持底部有孔装满水的塑料瓶，水会喷出。如

果让塑料瓶自由下落，会出现什么现象？

学生松手让塑料瓶自由下落，教师通过投屏器把塑料瓶下落

的慢动作展示在电子屏上。

教师提问：塑料瓶自由下落过程中水为什么不会流出来？

学生回答：下落过程中水完全失重，对小孔没有压力。

情境 6 让学生观看空间站中完全失重视频

教师提问：在空间站中物体处于完全失重状态，一切与重力

有关的现象都将消失，那么在空间站中能用天平测物体的质量吗？

学生回答：由于压力为 0，所以不能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

教师提问：这节课我们获得了哪些知识？

学生回答：1 超重和失重的概念；

2 超重和失重的运动学特点、动力学特点； 

3 应用牛顿运动定律对超重和失重现象分析；

4 完全失重的条件。

设计意图：

1. 重温弹簧测力计测量物体重力的条件和二力平衡条件。应

用牛顿运动定律分析超重、失重的运动过程。

2. 通过分组实验增强学生合作探究意识，培养学生的科学态

度和责任；提高学生的建模、科学思维、科学探究能力；通过数

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情境 7 播放蹦极视频

教师提问：人下落过程中，处于超重状态还是失重状态？

学生回答：开始是失重状态，然后是超重状态。

教师追问：开始的失重状态有什么不同？

学生回答：绳子拉直前是完全失重，然后是一般失重。

情境 8 解密盲盒

教师提问：请大家猜想盲盒内部结构（开放性问题，答案不

唯一）

学生回答：弹簧秤上挂钩码？摆钟？

教师解开盲盒秘密。

设计意图：

1. 提升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

2. 结合情境问题教师引导学生经过情境活动，实现从解物理

问题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通过“猜测盲盒内部结构”这一开放性问题，提高学生的

科学探究和科学思维能力，同时起到回归课堂引入环节，形成课

堂闭环。

五、评价与反思

本节课是典型的应用课，笔者通过创设盲盒实验情境引入课

题，调动了课堂氛围，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通过分组实验让学

生体验超重和失重，并通过探究完全失重锻炼学生使用牛顿定律

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创设蹦极的问题情境，学生经过情境活动

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达到学以致用。

但是本节课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学生的实验能力有待提高，

由于本节课中实验数据变化比较快，学生记录数据差异较大，计

算得到的结果差异也较大，这对归纳结论有影响；同时本节课创

设情境多、学生分组实验、播放视频用时间较长，所以本节课显

得有点紧，留白时间很少，需要在课堂各个环节更合理分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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