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4), 1398-1403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4216   

文章引用: 湛明春, 董鸿飞. 面向物理核心素养下《加速度》教学设计[J]. 教育进展, 2022, 12(4): 1398-1403.  
DOI: 10.12677/ae.2022.124216 

 
 

面向物理核心素养下《加速度》教学设计 

湛明春，董鸿飞 

赤峰学院，内蒙古 赤峰 
 
收稿日期：2022年3月24日；录用日期：2022年4月22日；发布日期：2022年4月29日 

 
 

 
摘  要 

核心素养是学生为了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所不可或缺的品格和关键能力。加速度是高中物理核

心概念之一，也是落实学生物理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载体。本文以“加速度”为例，以导入、形成、同

化、应用四个阶段对加速度进行教学设计，促进物理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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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e literacy is an indispensable character and key ability for students to adapt to lifelong devel-
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cceleration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high school physics, 
and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mplemen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hysical core literacy. This 
paper takes “acceleration”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teaching design of acceleration in four stages: 
introduction, formation, assimilation and appli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hys-
ics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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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核心素养”项目自 1997 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开始起，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

我国也顺应国际教育发展，提出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全面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2014 年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意见指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以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2016
年，国家发布了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的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框架分为三个方面“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具体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

新”六大素养[2]。自 2017 年版新课程标准发布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已进入核心素养时代。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落实在学科教学中，物理作为一门重要的科学课程，在学科教学中对培养和发

展学生核心素养方面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指出，物理核心素

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3]。物理核心素养的培养是教育

教学发展的根本目标，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形成需要通过教育教学实践得以实现[4]。因此，物理核心素

养的培养与实施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而教学设计则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准备工作。在新课程改革的

背景下，面向物理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加速度是高中物理重要的概念教学之一，

也是落实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载体。下面以《加速度》教学为例，推进核心素养下的教学设计。 

2. 教材分析 

加速度是力学的重要概念，是联系动力学和运动学之间的桥梁，是形成运动与相互作用观的关键，

也是牛顿第二定律的前概念，它在整个力学中有着举无轻重的地位。所以加速度是本章内容的重点之一。 
课程标准明确指出：结合加速度概念的建构，体会物理学中的抽象思维[5]。在学生的生活经验中，

与加速度相关的感性材料很少，这使学生很难理解加速度的概念。所以需要教师创设情境，首先让学生

在头脑中有加速的这一个概念。通过比较速度快慢有两种方法引导出“比较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两种方

法。”这个问题，然后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单位时间内物体速度的变化量可以比较物体速度变化的快慢

的情况”，推导出加速度的表达式、单位、以及加速度的矢量性。最后，将加速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求

解。 

3. 基于物理核心素养设计的教学目标 

3.1. 物理观念 

能够准确地说出加速度的概念并知道其内涵，知道加速度的物理意义。能举出一些生活中物体加速

的实例，能用加速度来分析物体的运动，形成对物体运动与相互作用观的认识，通过死亡加速度，学会

应用加速度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3.2. 科学思维 

通过由比较物体运动快慢的两种方法探究出比较出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两种方法，建构加速度物理

意义，体会控制变量法的应用。经历科学思维、科学解释与过程，养成知识迁移的意识。经历加速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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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建立过程，了解比值定义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体会物理学中的抽象思维。通过死亡加速度，进

一步提高应用加速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3.3. 科学探究 

能够对自己小组和其他各组得出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推出加速度的表达式，掌握比值定义法，培

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启发性问题和语言，采用数形结合方式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判断加速度的

矢量性，训练思维。 

3.4. 科学态度和责任 

让学生在思考探究的过程中，感受到获取知识的科学方法。提高学生合作与交流的意识，能基于证

据和逻辑发表自己的见解。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通过对“死亡加速度”的分析，提高道路安

全和社会责任的认识。 

4. 教学重难点 

• 重点：通过比值定义加速度 
• 难点：加速度的矢量性 

5. 教学流程设计 

一般来说，物理概念教学需要经过四个阶段导入、形成、同化、应用[6]。本文从这四个阶段对加速

度进行教学流程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落实核心素养 

一、导入 

同学们，在生活中我们评价一辆车的好坏，通常以它的加速性能作

为一项重要指标。下面我们看一段视频，你认为哪辆车的性能比较好？ 
观看视频进行思

考 

通过生活中与人息息

相关的事例导入，形象

生动地引人课题，吸引

学生注意力，帮助学生

建立物理概念 

师：哪辆车的性能好？ 

 

继续提问：为什么？ 

 
师：蔚来 ES8 加速快，说明它的速度变化快。 

继续播放视频：两辆车在不同场景时，比较哪辆车的速度变化快变化慢？ 

 

生：蔚来 ES8 

 

生：因为蔚来

ES8 加速快 

 

生：无法比较，

因为两辆车在启

动时所经历位置

变化不同，时间

不同。 

 

 

通过情境型问题，唤醒

学生的原有认知，通过

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在

头脑中首先有加速的

这一物理观念。通过提

问的方式，培养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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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 

教师引导：在生活中，我们如何才能准确的描述出哪个物体速度变化快，

哪个物体速度变化慢呢？ 

 

【提示】之前学习了速度，比较速度快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相同的时

间比较位移；另一种是相同的位移比较时间。 

通过知识迁移来引出比较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两种方法。 

 

思考、交流、讨论 

 

回答：相同的时

间，比较物体速度

的变化量：相同的

速度变化量，比较

时间。 

通过描述物体运动快

慢来思考描述物体速

度变化的快慢的两种

方法，建构加速度物理

意义，体会控制变量法

的应用。同时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合作交流的

能力。 

师：按照同学所说的比较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两种方法，我们来比较一

下轿车与公交车速度变化快慢的情况？ 

问题 1：轿车与 1 路公交车相比，谁的速度变化快谁的速度变化慢？ 

问题 2：轿车与 2 路公交车相比，谁的速度变化快谁的速度变化慢？ 

 
初速度 
V0 (m/s) 

经过时间 
Δt (s) 

末速度 
Vt (m/s) 

A.轿车 0 5.62 10 

B.公交车 1 0 19.44 10 

C.公交车 2 0 5.62 2.7 
 

回答 1：轿车与 1
路公交车相比，轿

车速度变化快。因

为速度变化量相

同，时间短的，速

度变化快。 

回答 2：轿车与 2
路公交车，轿车速

度变化快。因为它

们所经过的时间

相同，速度变化量

不同，速度变化量

大的，速度变化

快。 

由已学习的位置变化

到速度变化快慢，实现

知识的类比迁移，同时

感受到用物理概念描

述速度变化快慢的必

要性 

让学生自主分析解决

问题，训练科学思维能

力，同时为后面引出问

题服务。促进科学思维

素养的形成。 

 

继续思考：一个滑雪人，原来的速度为 1.8 m/s，途经一段下坡路 25 s
后速度变为 5.0 m/s，思考：如何比较滑雪人与上述物体速度变化的快

慢？ 

师：我们比较轿车与公交车速度变化快慢是定性的分析，要么是相同的

时间，要么相同的速度变化量？对于这个题，时间不同，速度变化量也

不同，这时我们怎么比较？ 

【提示】描述物体运动快慢有两种方法，要么是相同的时间，要么是相

同的位移，如果时间不同，位移也不同，我们用的是比值定义法 Δx/Δt
来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同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怎样来比较呢？ 

师：根据这位同学所说，我们来比较他们之间的速度变化快慢。 

 

初速度 
V0 

(m/s) 

经过 
时间 
Δt (s) 

末速度
Vt (m/s) 

速度改变量 
Vt − V0 
(m/s) 

每秒速

度的改

变量 

A.轿车 0 5.62 10 10 1.78 

B.公交车 1 0 19.44 10 10 0.51 

C.公交车 2 0 5.62 2.7 2.7 0.48 

D.滑雪人 1.8 25 5.0 3.2 0.13 
 

 
 

生：比较单位时

间内物体速度的

变化量 

小组合作计算数

据并回答 

A：
2

10m s 0
5.62s

1.78m s

−

=
 

B：
2

10m s 0
19.44s
0.51m s

−

=
 

C：
2

2.7m s 0
5.62s

0.48m s

−

=
 

D：

2

5.0m s 1.8m s
25s

0.13m s

−

=
 

 

 

学生通过自己计算，培

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通过思考体会

运动与作用观念 

通过提出问题，猜想，，

获取数据，基于证据进

行推理论证，验证猜

想，得出结论，利用数

据分析物理的过程，培

养学生的解决问题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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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化 

【师生共同总结】 

师：在之前学习中，我们使用公式 v = Δx/Δt 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即确定物体的位移与

其所花费的时间之比，那么通过类比，速度变化快慢的描述应为速度的变化量与所经历时

间之比，即 Δv/Δt 我们把这个物理量定义为加速度用符号 a 表示。其实加速度的物理意义

就是用来描述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 

1、 表达式： ( )t 0
va v v v
t

∆
= ∆ = −
∆

 

2、 物理意义：描述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量 
3、 单位：m/s2 

此部分由教师和学生

共同总结，依据前面的

思考、交流、讨论、计

算，推导出加速度的表

达式。经历了探究、推

理、归纳一系列学习过

程培养学生科学探究

能力。 

【提问】我们知道速度矢量，Δv 也是矢量，那加速度是矢量还是标量呢？ 

【启发】加速度是矢量，它的方向取决于谁？ 

【引导】速度 v 的方向与 Δx 的方向一致，因为 Δt 没有方向。那么加速

度的方向与谁的方向一致？ 

教师讲解：如图甲所示，汽车原来的速度为 v1，经过时间 Δt 之后，速度

变为 v2。我们以原来的速度 v1 的箭头端为起点，速度 v2 的箭头端为终点，

速度变化量为 2 1v v v∆ = − ，根据
va
t

∆
=
∆

，所以加速度的方向与速度变化

量的方向相同。 

 

图甲. 速度增加时的情况 

 

图乙. 速度减少时的情况 

同理如图乙所示，我们以原来的速度 v1 的箭头端为起点，速度 v2 的箭头

端为终点，速度变化量为 Δv。由
va
t

∆
=
∆

，所以加速度的方向与速度变

化量的方向相同。 

由此我们知道加速度是矢量，同过图甲和图乙可以得出在直线运动中，

加速时，a 与 v 同向；减速时，a 与 v 反向。 

回答：矢量 

 

生：与 Δv 的方

向一致 

 

 

 

 

 

 

听课 

记录 

认真思考 

 

 

 

 

 

 

 

 

通过语言性引导和提

问，让学生通过类比，

自然而然的掌握了加

速度的方向。由此锻炼

了学生的科学思维能

力和科学探究能力。同

时提高学生对加速度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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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用 

【加速度与汽车的制动性能】 

 

讲解：
39.639.6km h m s 11m s
3.6

= =  

3 2
3

v 11m sa 9.2 10 m s
t 1.2 10 s−

∆
= = = ×
∆ ×

 

因为： 3 2 29.2 10 m s 5000m s× >  

所以有生命危险。 

 

 

 

 

 

分析、回答 

规范做题步骤 

 

加速度与汽车的制动

性能让学生知道物理

来源于生活，无处不

在，通过死亡加速度让

学生遵守交通规则，培

养社会责任感，同时通

过典型习题的讲解，帮

助学生加深理解知识

的内涵，熟悉解题方法

与技巧。 

 

 
整个教学设计从评价一辆车的加速性能入手，引起学生兴趣。由速度的物理意义类比出加速度的物

理意义，到用数学表达式如何准确定义它，最后对加速度这一物理概念的重要应用。这种思路安排，清

晰地展现了比值定义法的全貌，使学生更容易掌握，逐步培养科学思维，促进物理核心素养的提升。 
总之，物理核心素养是无法直接教授或习得的，它需要由物理知识作为载体，是在长期潜移默化的

熏陶中慢慢形成的，这就要求教师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运用多种教学策略进行教学设计，促进核心素

养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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