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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研究性学习案例 ——公路的弯道测量 

研究性学习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学习和社会生活中选取

并确定研究专题,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法去获取知识、应用知

识、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方法。它从学习者个体发展的

需要和认识规律出发,以创造为指向,通过转变学生的学习方法,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美国著名的教育家约翰·杜

威的“儿童活动中心论”为开展研究性学习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性学习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

普遍实施,我国目前尚处在研究性学习的起步探索阶段,研究性

学习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亮点。 

1 问题的提出 

过往的行人经过时发现,路面在拐弯处不是水平的,而是一侧

高、另一侧低,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是为了下雨时雨水容

易流走,有人说这样车可以跑得快……不禁让人想到“路面为

什么要修成这样?”这是类似火车转弯的向心力一个不错的研

究性课题。2 研究的实施步骤 



组织 4个小组,每个小组大约 6人左右,研究是在课余时间分时

完成的。(1)察看地形 

各小组首先分批对公路地形和路面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调查,学

生们观察很细致,最后总结地形特点报告:这段路面呈“S”形,

弯曲部分内侧路面低,外侧部分路面高,弯曲程度大的(老师注:

曲率半径小的)路段内外侧高度差较大,否则小。为什么要修成

这样呢?我告诉他们,到物理教材“圆周运动及其应用”一章中

去找答案。通过学习,他们很快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虽然有的同

学还不很理解,但他们这时对该知识的需求却成为他们理解这

些知识的强大动力。为了使原理的理解更透彻,各小组在一起,

一个小组解释,其他做必要的补充,这是一次交流、互相学习的

机会。我们的实践表明,对某一部分知识的实际需求会形成对

之学习的强大动力,这是一种“问题驱动”式的学习。最后讨

论的合理解释为: 汽车以一定的速度 v 通过公路,在拐弯处,重

力和支持力的合力提供向心力。 

由公式③可知,转弯处半径越小,路面的倾角越大。学生们的问

题解决了,他们很高兴,似乎完成任务了。我又向他们提出了一

个新问题:工程师设计这段公路的设计车速是多大? 学生:问一

问设计的工程师。 

另一学生:我们只要测出公路的转弯半径和路面的倾角,由公式

③就可以求出了。 

老师:我们先自己测量,再请教工程师叔叔,看看我们的测量准

不准。请大家设计出测弯道半径、路面倾角和设计车速的方案

来,过几天我们进行交流。鼓励同学提出与他人不同的办法。

(2)设计测量方案与交流 

解决问题时同学们的思维是高度发散的,他们设计的测量方案

总共有 8 种,有直接测量方案、间接测量方案,不仅用到了数学

知识,还用到了初中的连通器原理、高中的打点计时器和激光



器等,设计方案各不相同。同学们在交流时也非常惊异:原来解

决一个问题的方案如此多呀!他们彼此借鉴方案的优点,完善自

己的测量方案,比如,有一种方案是直接找到公路圆弧的圆心,

而圆心位于对面的小山上,不可能把小山挖掉,这种方案需要改

进。在讨论交流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相互学习,而且可以充分

展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如概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

力、合作能力等,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3)实地测量 

在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无论计划制定得多么周密,在实施的过

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困难,而且有些困难还常

常是始料不及的,我们在这里称之为“生成性问题”。实地测

量开始了,学生们在测量中有喜悦和失望,有沮丧和自信,下面

是他们测量过程的几个侧面。 

镜头 1:这一组的测量方法很便捷,先用目测确定公路的最弯处,

用皮尺测出中点到弯弧顶的距离,如图 3所示,原理为: 

(4)总结与拓展 

同学们满怀着收获的喜悦,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当得知工程师

的设计结果和他们的测量基本一致时,他们是多么兴奋,“我居

然能干工程师做的事情了”。研究成果使同学们获得了自信。

3 总结 

总结这次研究性学习有如下特点:(1)计划性 

进行研究性学习时,可以与常规教学接轨,使学生形成学习的需

要,为学习新的知识形成了新的增长点。本次研究性学习之后,

我们学习圆周运动时,学生学得很好。(2)生在参加这次研究性

学习时的体验 

以下是学生的体验:①我们想不出一个测量方案,听到其他同学

提出了那么多的巧妙方案,用的都是我们过去学过的知识,我们

学习的知识原来有这么重要的用途,我深为自己知识的匮乏而



遗憾。学过的知识如果不会应用等于没有学,今后我要找机会

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②我们对自己的方案自信十足

时,发现在实际中却是行不通的,比如路面不是理想的平面,参

照的水平面如何确定?这些在纸上是不用考虑的,我深深地感到,

理论和实践的距离。③当我们的方案无法进行时,同伴们不是

冷静思考,共同找到解决方案,而是互相埋怨,谁也不动手,没有

人记录,没有人找工具,当我们最终测量失败时,我们知道了

“合作”的重要性。④消除了对工程师的神秘感,过去我们认

为研究只能是工程师、科学家的事情。 

第二篇：高中课题研究报告 

高中生心理压力及释放途径课题研究报告所谓心理压力是由个

体在生活适应过程中的一种身心紧张的状态，源于环境要求和

自身对能力不平衡而来，这种紧张状态通过非特异性的心理和

生理反映表现出来。 

现代社会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人们所面临的

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应付这些压力，保持个体的情绪健

康，更好地面对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挑战，是一个现代人人生

道路上的重大问题。 

我国中学生的压力源主要来自于学习、父母、老师和同伴、环

境、自我发展和时间六方面，其中学习压力是中学生的主要压

力源。而高中生的升学压力要比初中生大，这是因为高中毕业

面临的升学和择业更为迫切。 

  在社会中还存在不少高中生由于学习压力无法得到调节而酿

成悲剧。一幕幕扣人心酿成悲剧，一幕幕扣人心弦的画面，种

种悲剧也给许许多多的家长心灵造成难以抹去的伤痛。所以为

了进一步了解学习压力给学生带来的影响，我们小组决定进行

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 



通过这次对高中生心理压力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 88%的学生

认为自己有一定或者很大的心理压力，1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

心理压力较小。其压力主要来自学习以及人际关系。 

  认为学习是主要压力的学生较多，其主要来自家人和自己。

其次来自于老师。很多学生觉得家长总是把很高的期望挂在嘴

边，而在学校，考试的排名也让他们苦恼不已。我们认为当今

中国的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

地，将来过上好生活。孩子们心里也明白。但是毕竟成绩会有

好坏之分，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压力来自于人际交往，觉得自己总会

和朋友闹矛盾，以及觉得自己找不到心目中的好朋友。 

  其实，我们通过了解发现，男生女生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下

面举些例子女生的烦恼 

1.学习上，某些地方有一定的困难，对于理科性的学习比较吃

力。与同学相处，不能完全融洽。 

2.身边总有女生谈论自己崇拜的男生，觉得好烦，真搞不懂自

己远未成年，学业还未完成，她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而且还

在别人面前津津乐道。 

3.上高中后，科目很多，而且都比较难，学起来十分辛苦，而

且我是住宿生，十点半之前必须熄灯睡觉，没有足够的时间看

书。 

男生的烦恼 1.体育很不好，每次都倒数。 

  2.每次上课时听的挺认真的，可是一到课后很多习题都不会

写了。 

3.玩的时间太少。 



  案例我们年级有一个同学，近来他的情绪很反常，终日焦躁

不安，有时会无端端地闷闷不乐，近来上课常走神，思绪常不

知不觉地飘向别处，且难于收回。更难受的是晚上睡觉时，要

花很长时间才能入眠，有时竟眼睁睁到天亮。对自己这种不争

气的状态又急又气，特别是一想到其它同学能专心致志复习，

学习成绩日益进步时，更恨自己，恨自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恨自己辜负父母、老师的殷切期望。 

这种情绪是考试焦虑症的表现，但不用太过紧张，这种症状许

多同学都曾经体验过，只不过，有了它之后，必须重视，应及

时调整。走出焦虑怪圈的有效办法──调整自我认识法。首

先，必须正确认识考试的重要性，考试不过是展示和检验自己

才能与所学知识的有利机会，即使是高考，也非就此决定一个

人的命运。就算万一失败了也没什么，有言道：“胜败乃兵家

常事。”何况，失败是成功之母，而且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呢。其次，要对自己的实力有正确的估计，并制定切实可行的

复习计划。再次，当心里面出现类似“要是我这次考试考砸

了，我的前途不就完了”的消极暗示时，应及时地告诫自己：

“这种担心会松懈自己的斗志，转移自己的注意目标，扰乱当

前的精神状态，应及早排除。当前最紧要的是有条不紊地搞好

复习。”尽量把消极暗示转化为积极暗示。 

中学生心理压力的调适方式中学生有心理压力时，他们的调适

方式是： 

48%的同学上网或听音乐等放松自己。 

8 %的同学找人倾诉还有 44%的同学选择其他的方式舒缓压力

的对策研究 1、学会与别人交往、沟通，明白心理健康标准，

在对照发现自我压力形成的原因，从而认识自我，发现自我，

调整心态，对释放压力起到导向作用。 



  2、合理利用时间。学会科学用脑。学会科学用脑。有时感

到压力大往往是由于没有把时间安排好，做好时间管理是一件

降低压力的好方法。首先要制定一个计划。计划可大可小，大

到整个学期，每个学科；小到每个学期，每个单元，这样便于

科学安排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同时讲究用脑卫生，注重劳逸

结合。另外，每学一个新的内容，都要及时掌握，及时巩固。

前一天预习新课；当天回顾所学内容；一周小结复习；单元测

试前复习巩固；期中、期末前系统复习。这样从预习到考试，

一遍遍加深印象巩固记忆，就不会感到压力太大，无形中减轻

了焦虑程度，考试也能应付自如。 

3、克服考试紧张心理。首先要正确地对待考试。考前保持轻

松愉快的心境，坚持有规律的生活，不要把考试看得太重，学

会自我暗示，经常提醒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形成正

确的应考心态。进入考场后，可以看看窗外的风景或闭目养

神，转移大脑的兴奋灶。试卷发下来后，万一出现一片空白的

现象，一定不要过于紧张，合上试卷做几次深呼吸，使自己尽

快平静下来。 

面对学习和生活而产生的种种心理上的问题，可借助以下方法

自我调解。 

  1、不要把目标定得高于自己能力所及。 

2、有效地分配时间，将学习任务按轻重缓急编定先后次序，

然后依次逐步完成，阶段性的成果可减低同时展开多份任务而

又无法完成所带来的压力。 

3、课余时应做适量运动，既可强健身体，亦可减压，或可在

教室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减轻肌肉疲劳。 

4、遇到困扰或情绪低落时，可与家人或朋友倾诉，通过与同

学沟通获得支持和关怀，亦可发泄情绪。 



5、即使再忙，也要有必要而充分的睡眠，这对松弛绷紧的神

经至关紧要，对于处在身体发育时期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6、如果实在感觉压力太大，无法应承致使情绪低落，不妨去

听听 cd，看看电视剧，哪怕偶尔“疯狂”消费一把也可以。

当然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办法，不可频频使用，更不能成为你

懒惰涣散的借口。 

7、养成持之以恒，平衡有序的生活习惯，不要做“书呆

子”，别放弃享受美食，享受户外活动或发展个人兴趣所带来

的乐趣。 

也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法 

  （1）学会自我排解：采取不影响他人和社会的方式，将内

心的消极情绪发泄出来，然后重新投入学习和生活。比如遇到

十分伤心的事，索性大哭一场，将郁闷发泄出来，感觉就会好

受一些。 

  （2）找人倾诉烦恼：有了困惑、痛苦等压力，可以找亲朋

好友或同学倾诉，听听别人的见解，通过交流能有效地缓解心

理压力。 

（3）转移消解压力：在一件事情上失败，短期内又无法改变

时，可以通过其它活动来弥补不能实现的愿望，或者转移注意

力，让压力在其他活动中得到释放。如参加文体娱乐活动，使

自己获得愉快的心情，压力就会逐渐消解。 

  （4）不作过分苛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果

要求自己十全十美，甚至以己之短比人之长，必然压力重重。

高中生应该建立悦纳自己的健康人生态度，树立适度的奋斗目

标，这样更有利于健康。 

  （5）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适应社会。 



（6）知足常乐：人的一生不可能同时拥有所有美好的东西，

不妨想一下自己所拥有的，使自己有一种满足感，压力就会渐

渐消失。 

在这次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小组的成员都学到了许多知识，包

括如何建立团队合作精神，也让我们都了解了许多社会及家庭

所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从该课题的研究结果中我们也都懂得

面对学习压力该如何正确调节。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研究学

习，能使更多的同学认识学习压力得不到正确调节的危害性并

且能积极调整心态面对它，学会如何面对它，如何正确调节

它，让高中生在学习中能轻松地学习，无论是在平时的学习

中，还是在期末、期中，甚至在高考中，都能以轻松的心态面

对学习压力，在每一次考试中都能考到理想的成绩。 

第三篇：高中物理研究性学习报告 

篇一：高中物理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 家用电器中的物理现象

结题报告 

（一）摘要： 

物理学是一门基础科学，它的研究领域已几乎涉及所有的自然

科学和许多社会领域，已成为各类科学发展的原动力。物理学

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一门科学，它既有科学的思维，数学的方

法，又有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因此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科

学方法，科学素质，已成为物理教学的一项主要任务，不再是

单纯的传授知识，而是要让学生会发现问题，会提出问题，会

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和实践的方法去探究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

问题,从科学的探究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所以我们物理教学的方法和方式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变革。但就

初中学生而言他们刚接触物理这门学科，抽象思维的能力较

差，个人学习的能力不强，更缺乏实际的动手能力，个人难以

持续的去探讨一个问题。所以我校物理教研组根据初中学生好



奇、好问、好动的特点，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为切人点，采用

“以学带玩，以玩促学”的方法确定了《初中物理探究性学

习》的教学模式的研究。 

（二）研究背景： 

纵观科学的发展，任何一个科学的发现都离不开科学家对自然

现象的质疑，离不开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辛勤的探索；任何一

个技术上的创新也都是劳动者对生产实践的探究和再创造的结

果。德国文化教育家斯普郎格说：“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

已有的东西，而是把人的创造力诱导出来，将生命的价值感唤

醒。” 

而传统的物理教学是以传授物理学的知识为主，即向学生传授

一般的物理规律，把大量的知识灌输给学生，用这种方法培养

的学生能应付各种考试，在考试中游刃有余，出类拔粹。但让

它们去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或独立地去完成一个研究性的课

题，就会困难重重，甚至束手无策。 

参考书目及资料： 《大气压强原理》、《高中实验大全》、

《物理与生活》、《摩托车中物理知识探究》、《密闭液体对

外加压强的传递》、《有效进行探究性教学须注意的问题》、

《白炽灯炮漫谈 18 问》、《电与热探究教学的反思》、《利

用《物理与社会生活》 

（三）目的和意义： 

1.让学生通过实验活动感受物理学之美，体验科学探究的乐

趣，感受成功的喜悦，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2.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和勇于探索的精

神，敢于创新实践的能力。3.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培养

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不折不绕敢于克服困难的意

志力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4.培养学生合理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他们交流合作，共同

提高的能力。 

5.培养学生初步掌握研究物理问题的方法，体验物理学和人类

社会的关系，体会用物理学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意识。(四)研究

方法： 

“创设情景----发现和提出问题----猜想假设，设计实验或实

践方案----实验探究和调查分析----总结分析----交流合作，

成果展示” 

（五）体验与反思 

本次研究性课题，同学们实诚信,讲原则，说到做到，决不推

卸责任；有自制力，做事情始终坚持有始有终，从不半途而

废；肯学习,有问题不逃避,愿意虚心向他人学习；我们的组员

非常听从指挥，合作的十分融洽，从头到尾到没出现什么大的

分歧。这是十分难得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全部毫无保

留贡献到这次活动中了。！篇二：高中物理研究性学习课题 

安塞县中学高中物理研究性学习课题 

（一）综合课题 

1、伽利略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辨析 

2、牛顿对经典力学的贡献 

3、诗、书、曲、画中的物理知识 

4、成语中的物理哲理 

5、生活中的物理 

6、“整体法”在物理学中的应用 

7、《牛顿运动定律》一章的题型解析 



8、物理题中隐含条件的挖掘 

9、求力对物体做功的方法 

10、时代呼唤纳米科技 

11、“图解法”题型归类 

12、gmm/r=mg 在高考题中的运用 

13、有关超导体的知识 

14、物理实验中基本仪器的正确使用 

15、生活中的电磁辐射 

16、物理与化学的联系 17“神州号”宇宙飞船的发射回收过

程 

18、“和平号”坠毁始末 

19、高中物理学习困难调查 20、生活中的能的转化 

21、从“石油文明”到“核文明” 

22、物理学习中常用的数学知识归纳 

23、物体形状对物体抗压影响 

24、关于食品保鲜问题的研究 

25、物体在通过弯道时倾斜的物理原理 

26、为什么当代青年如此迷恋网络游戏？ 

27、安塞中小学生近视情况的调查研究 

28、浅议物理作业在物理学习中的作用 



29、浅谈可再生能源 30、高速公路“弹簧路”形成原因及防

治 

31、魔术表演中物理知识 

32、历史上的中国物理 

33、物理问题与模型 

34、物理与数学 

35、物理与化学 

36、物理与生物 

37、物理与体育 

38、物理与文学 

39、物理与人生 40、物理最佳思想在实际中的应用 

41、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确吗？ 

42、初中物理教师与高中物理教师共性与个性 

43、物理课本中的科学家的中学时代 

44、ufo 的研究 

（二）科技制作 

45、研制水“火箭” 

46、自制孔明灯 

47、自制火灾报警器 

48、制作简易太阳灶 



49、制作煤气报警器 50、制作磁悬浮列车 

51、楼道灯声控开关的研制 

52、无线电收音机的制作 

53、中国古代帆船模型的制作 

54、应用蚊子对不同频率声音的反应制作电子驱蚊器 

55、制作比赛抢答器 

（三）研究报告 

  56、小刀、菜刀、斧头中的力学知识。 

57、刹车时车轮被抱死的利与弊。 

58、（机械）传动装置的研究 

59、考察、研究传感器 260、研究“放大”作用的实现 61、

关于篮球投篮问题的研究 

  62、关于数学知识在物理上的应用探索 63、人为什么要有

两只眼睛和耳朵？ 

64、从物理角度研究热牛奶与冷牛奶的结冰速度 65、无频闪

视力保健台灯优于其他电灯的原因 

66、防盗门的防盗原理 67、自行车上的力学知识 68、宇航生

活 69、航天飞机 

70、诺贝奖中的物理学家的共性 71、高科技物理在生活中的

应用 72、家电发展史及其发展前景 73、红外线与电动按摩 

74、物理课本中的科学家的中学时代 

（四）调查研究 



75、灶具的演变 76、家用电器的发展带来的安全问题 77、城

市的环境与光污染 78、手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如何减少手

机污染？ 79、纳米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 80、汽车中的物理学 

81、厨房里的物理知识 82、新能源调查 

83、延安市水体污染情况调查、评价及废水处理 

84、关于家庭使用太阳能的调查报告 85、大气污染的产生、

危害及治理对策的研究 86、汽车尾气污染调查 87、高中物理

学习困难调查 

88、男女生对高中物理的学习差异 89、影响学生听课效率因

素的调查报告 90、电视的昨天、今天、明天 91、电灯的昨

天、今天、明天 

92、日光灯的启辉器的昨天、今天、明天 93、电话的昨天、

今天、明天 94、邮票中的物理知识 95、魔术表演中物理知识 

96、影视中的物理知识 

（五）科学报告 

97、从电冰箱到臭氧层 98、温室效应 

99、关于宇宙形成学说的研究 100、浅析超导体 101、爱因斯

坦的一生 102、牛顿的一生 

103、星球大战的真实可能性 104、物理与现代军事科技 

105、紫外线产生、检测和预报 106、关于潮汐发电的总结报

告 107、能源的研究 108、百慕大三角之谜 

109、火箭原理与空间探测 

110、从伽利略望远镜到哈勃太空望远镜——人类对宇宙的认

识史 111、太阳能的利用 112、从“石油文明”到“核文明” 



113、万有引力与天体运动 114、古代中国的物理学贡献 

115、节能灯的节能探究 116、如何安置军事侦察卫星？ 

117、空间弯曲，时间倒流----爱因斯坦相对论 

（六）实验研究 

  118、研究影响滑动摩擦力的因素。119、研究弹簧振子的周

期和小球质量的关系。120、研究影响钟摆快慢的因素 121、

研究材料的保温性能 

122、估测压力锅内水的温度 123、用电解法测定元电荷 

124、自来水电阻率的测定 125、电流与化学反应实验研究 

126、测量安塞标志建筑物：东滩山《安塞腰鼓》或中街《百

盛商厦》 127、家用电器的维修方法探讨 128、液体表面张力

的研究 129、估测高压锅内的水温 130、用激光笔做光学实验 

131、摄影技术（相机自备）132、家用电器的维修方法探讨 

（七）微型课题 

133、从伽利略望远镜到哈勃太空望远镜—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史 134、研究弹簧产生的弹簧发生的形变之间的关系 

135、研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 136、铅球比赛中抛掷最

佳角分析 137、有关超导体的知识 138、对两种永动机剖析 

139、航天技术的新发展 140、核能的利用 

141、静电对人体及动物机体的效应的研究 142、紫外线产

生、检测和预报 143、近视产生的原因和预防 144、太阳能源

之谜 

145、从占星术到天文学 146、双量运动的机制和黑洞的发现 

147、磁卡和 ic卡 148、测定家用电器的电功率 



149、有关太阳的神话、典故、风俗 150、谁能让鸡蛋不碎？ 

151、日光灯的起辉器的工作原理 152、哈哈镜成像原理 

153、研究影响滑动摩擦力的因素 

154、研究单摆的周期和小球质量的关系 155、影响导体电阻

的主要因素 156、磁悬浮列车的工作原理 157、制作简易的风

力发电机 158、从物理角度研究热牛奶与冷牛奶的结冰速度

159、节能灯的节能探究 160、体育运动中的力学 161、粉笔

的改进和粉尘的消除 162、关于足球弧线球的研究 163、现行

教室黑板的弊端分析及改进设计篇三：物理研究性学习课题结

题报告 

研究性学习课题结题报告 

生活中的静电防止及应用 课题结题报告 

兰州市第三十四中学高二（3）班 

课题组成员：朱义城*、曹子健*、颜静、王征、彭岚清、闫昊

亮、李翔、孙强、崔雅楠、郑清、刘涛、宋宝 

指导教师 ： 蒋永胜 结题时间 ：2012 年 12月 “生活中的

静电防止及应用” 课题结题报告 

执 笔：朱义城、曹子健** 兰州市第三十四中学高二三班 指

导教师 ： 蒋永胜 

第一部分、研究本课题的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的缘由、目的和意义 

在干燥和多风的秋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这种现

象：晚 



上脱衣服睡觉时，黑暗中常听到噼啪的声响，而且伴有蓝光，

见面握手时，手指刚一接触到对方，会突然感到指尖针刺般刺

痛，令人大惊失色；早上 起来梳头时，头发会经常“飘”起

来，越理越乱，拉门把手、开水龙头时 都会“触电”，时常

发出“啪、啪”的声响，这就是发生在人体的静电，上述的几

种现象就是体内静电对外“放电”的结果。 

用塑料梳子梳理干燥的头发，头发会随着梳子飘动;在干燥的

季节脱 毛衣时，会听到啪啪声;在干燥的季节用手去触摸门的

金属把手，会有触 电的感觉;阴云密布的天空，常常有雷电产

生??这些生活中的静电现象，每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可能都经历

过。他们知道其中的一些现象是静电现 象，但绝大多数学生

没有对静电现象进行过深人的探究。本课将为学生探 究生活

中的静电现象提供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活动。在一课时内要让学

生对 

  静电现象进行全面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学生对静电现象

的认识只能是初步的、概括的。这些活动将帮助学生初步认识

电的本质，是学生学习其 他电的知识的基础。关键词：静电 

尖端放电 第二部分、研究过程 

一、课题研究的方法： 

1、书店查询法 

地点：兰州市图书馆 

2、上网查询法 主要查询的是： 

1．了解静电的产生，知道尖端放电的原理。2．通过了解静电

和避静电方法，认识静电的危害。3．了解人类应用静电和防

止静电的事例。 

二、课题研究的步骤： 



1、准备阶段：全体组员先共同商讨书店查询的地点、内容、

查询 

目的、怎样查询和分工情况，再规划出开题报告和结题报告怎

样写，还有 网上查询的内容。 

2、书店查询资料阶段：通过本次课题研究的目的来查询有关

生活中的 静电防止及应用有价值的相关资料 

3、资料的分析整理阶段：把查阅的资料在计算机上整理打

印。 

4、实验 

  生活中有很多静电现象，通过摩擦等方式可以使物体带电。

带同种电荷的物体相互排斥，带异种电荷的物体相互吸引。电

荷在电路中持续流动起来可以产生电流，发展探究身边科学现

象的兴趣。 

(二)实验说明：主要是让学生对电的本质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感受到电并不神秘，它就存在于我们身边，为学生后面学习电

的其他知识打下基础。第一部分:体验静电现象 

  静电现象对于学生来说并不陌生，首先通过观察用梳过干燥

头发的塑料梳子去接近碎纸屑和观察用梳过干燥头发的梳子再

去接近头发，即带静电的物体可以吸引轻巧物体，两个带不同

种类电荷的物体会互相吸引。这些生活中常见的静电现象，能

让学生感受到静电的存在。多数学生对这样的现象能解释为是

由于静电的作用，或者能进一步解释到梳子和头发摩擦产生了

静电。学生的这些认识是我们期望的。 

接下来是学生交流他们所知道的静电现象。向学生介绍一些静

电现象。列举“冬季里，女孩在摘掉毛线帽的瞬间，头发竖立

起来”“在科技馆，一个长发女孩用手触摸静电起电机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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