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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学生，说到孩子，在老
师、家长的口中，关心二字应该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既然关心，就要常放在心
上。有人说，中国的家长是世界
上最爱孩子的家长，也有人说，
中国家长对孩子的爱实际上是
在害孩子。

中庸一些说，中国家长爱孩
子，可能爱得有些盲目，方法有
些欠妥，关注点不够全面。仅仅
关注孩子的成绩，爱护孩子的身
体，这些爱远远不够。

仅有这些爱，孩子是不幸
福的。

12日，天津最新公布的一项
调查显示，超过20%的初中生内
心的秘密不愿意告诉任何人。

该项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所与相关机构联合进行的
调查显示，内心的秘密不愿意告
诉任何人的小学中年级学生为
8.6％，小学高年级学生为16.4％，
初中学生高达21.3％；心情不好
时没有人安慰的小学中年级学
生为 3.2％，小学高年级学生为
5.3％，初中学生为11.7％。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研究员关颖表示，那些心情不好
时没有人安慰、没有人让其感到
自信、心中的秘密不愿告诉任何
人的孩子，最容易出现心理和行
为问题。

不要认为孩子小，不会出现
心理问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心理卫生中心一项针对成都市
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2%的学生
有抑郁焦虑情绪，23%的学生曾
有过自杀的念头，其中男生多于
女生。最小的患者只有八九岁。

心理不健康的孩子，有时会
出现极端行为。9日凌晨，佛山
13岁失联女生被网友找回的消
息让数十万网友长舒一口气。
然而，10日网络又被另一则寻人
启事刷屏。

据了解，佛山市南海区叠滘
中学一名初三男生 9 日在上学
途中失联。家长透露，男孩因没
有完成十一假期作业受责备，怀
疑他因心情不佳压力大而出
走。目前南海区公安部门已介
入调查。

少年为何出走？心理专家
认为，少年的出走可以理解成：
除了攻击之外的一种基本防御
手段，他可能宁愿躲着，也不愿
意与不信任的人沟通。

电影《亲爱的》让我们看得
泪流满面，谁都不想让孩子丢
失，更不愿让孩子离家出走。

关心孩子，就要学会关注他
们的内心。

关心关心，
关注孩子的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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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寒冰

物理离不开生活，物理教
学只有走进生活，才会鲜活
起来，才能充分引起学生的
兴趣。将学习的知识应用于
具体的生活情景中，也是学
生巩固学习效果不可或缺的
途径。

物理课堂走进生活，才能
燃起学生对知识的渴望。耿琦
峰介绍，在物理学习中，针对学
生不容易理解的概念，他会在
教学中充分利用生活的体验帮
助学生理解，如在讲解守恒定
律时，用“抢钱”的游戏使学生
理解守恒的含义、动能势能的
转化，通过买水果的例子，帮
助学生理解变化率的概念，通
过学生追逐游戏，帮助学生理
解“追及相遇”问题中距离缩
小、变大的条件，通过组织学生
坐电梯、称体重，感受超重和失
重等。

市19中物理老师耿琦峰——

走进生活 物理课堂才会鲜活
□记者 崔宏远

“任何一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
数学家”。耿琦峰说，物理和数学就像
一对“双生子”，要学好物理就要照顾好
它的“另一半”。

耿琦峰介绍，高中学生，尤其是高
三年级学生，物理成绩不佳的原因往往
是数学应用能力弱，而不是不会应用物
理概念。这主要是高中物理引入了变
化率、矢量等概念，对学生综合分析能
力要求较高。

针对这一现象，他在平时的教学中
有意识地加强数学能力的培养，并总结
了几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自编规律帮助理解。例如，学生刚
入学时，学习“力的分解”时用到三角函
数，解题速度慢、错误率高，他自编规

律：“斜边弦、对边正、邻边余，求斜边就
找弦，求对边必是正，求邻边定有余，直
角边正余切。”学生很快就能熟练运用，
自然就解决了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开设专题提前学习。例如，在“带
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专题中，他专门
把平面几何中，关于圆的知识作为一
个小专题提前复习，帮助学生扫清学
习障碍。

专题练习帮助理解。学生解题
时，容易出现数学和物理概念混淆，
导致做题错误。他通过有针对性的
题目练习，使学生对诸如“刹车类问
题”“矢量式相减的大小变化”等问题
中数学解与物理解的意义有了正确
的理解。

学生在做题时总爱抱怨“能听
懂、不会做”，耿琦峰也有自己的解决
方法。

“请问，要把大象放进冰箱里，需
要几步能完成？”这是网络上一个经典
的幽默段子，其实，做物理题也能这般
简单。

耿琦峰介绍，通过观察学生做题习
惯，和学生交流，他找出了解决的“大方
法”——“拆解法”。在教学中，他把物
理题目中出现的各种模型，拆解成最基
本、最简单的基本模型，如“知三求二模
型”“斜面小球模型”“滑块斜面模型”

“绳系小球模型”，这便是基本招式，并
让学生熟练掌握。

解题时，先把问题拆解成基本模

型，然后找到关系量，用这些物理量列
方程，再列出方程组，用数学方法解题
就可以得到答案。“这样一来，做物理题
变成了一件开心的事，大家讨论问题不
是问怎么做而是问怎么拆、有什么关
系，学生不知不觉解题能力就增强了，
也在做题中找到了学习的乐趣。”耿琦
峰说。

此外，在物理考试时，选择题要求
做题快、少计算，这就需要总结一些好
记不易忘的“小规律”来助阵，如“合力
方向与分力方向关系”，总结为“合力就
像墙头草，谁大向谁跑”，试触法判断电
流表内接外接，“电流（I）变化大，要用
内（In）接法；电压（U）变化大，要用外
（oUt）接法”等。

物理，自然要以“物”
悟“理”。

用耿琦峰的话说，“物
理学世界‘鲜嫩多汁’，物
理课不单传授丰富的物
理知识，更要以物理智慧
为载体，引导学生观察物
理现象，探寻物理规律，
发掘学生的潜能，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使学生变得
更聪慧”。

教 师 档 案

姓名：耿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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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年级：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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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时间：1998年7月

（图片由本人提供）

物理和数学是一对“双生子”

解题妙用“大方法”和“小规律”

物理走进生活
才会鲜活

耿琦峰
普鲁斯特问卷回答

1.你喜欢在哪儿生活？
洛阳。
2.你认为最完美的快

乐是怎样的？
在课堂上与学生共享

学习的快乐。
3.你 最欣赏的男性

气质？
宽容豁达、智慧勇敢、

责任感强。
4.你最 欣 赏的女性

气质？
善良、温柔、聪慧。
5.你最希望拥有哪种

才华？
唱歌。
6.你最痛恨别人的什

么缺点？
表里不一。
7.你最珍惜的财富是

什么？
亲情、健康。
8.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掌控自己，掌控命运。

（注：普鲁斯特问卷由
一系列问题组成，问题包括
被提问者的生活、思想、价
值观及人生经验等，这份问
卷因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的作者普鲁斯特的答案而
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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