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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磁感应”这部分内容综合性强，题目难 度 大 且 灵 活 性 高，学 生 难 以 理 解 各 知 识 点 间 的 联 系 与 区 别，

以致难以掌握解题的规律和技巧．思维导图因具有发散、递进的特点，在复习该部分内容知识点时能够起到高效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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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复习对于高中的物理教学尤为重要，将思

维导图灵活运用到物理知识的复习中，有助于学生

建立完备的物理学科知识体系，引导学生理解知识

间的本质联系与区别，内化物理知识，便于学生掌握

复习物理知识的方法与技巧，同时培养学生的物理

思维能力．

１　 思维导图概述

１．１　 思维导图

思维导 图（Ｍｉｎｄ　Ｍａｐ）是 英 国 著 名 的 心 理 学

家、教育家东尼·博赞（Ｔｏｎｙ　Ｂｕｚａｎ）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初创造的一种笔记方法，后与巴利·博赞共同

探讨、研究，使思维导图成为一种将放射性思考形象

化、具体化的学习工具［１］．思维导图运用图文并重的

技巧，把中心主题与关键词间的关系用图像、颜色、

符号、线条等建立起记忆链接，是一种简单、高效的

学习方法．

１．２　 构建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的构建可以是徒手绘制，也可以应用

软件 绘 制，常 用 的 绘 制 工 具 有 Ｍｉｎｄ　Ｍａｐ，Ｍｉ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等．绘制方法一般是：

（１）明确思维导 图 的 中 心 思 想，用 精 简 的 词 汇

表达；

（２）从一 级 主 题 延 伸 出 二 级 主 题 和 三 级 主 题

等，用关键词表示，线条可近粗远细；

（３）若需要表示 各 级 主 题 间 的 关 系 时，可 在 各

分支线条上添加相应的内容；

（４）若考虑到各 分 支 之 间 的 关 系 时，可 将 分 支

用箭头或符号相连接，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关联；

（５）在构建的过程中也可以添加小图案或用不

同颜色表示各级主题，增加思维导图的层次性和趣

味性．

考虑到高中课堂的时效性，笔者采用的是徒手

绘制．

２　“电磁感应”复习课教学设计

２．１　 设计思路

本章构建思维导图的步骤如图１所示．

图１　 构建思维导图的步骤

步骤一：通过发现史引出复习课题，明确思维导

图中心词，即“电磁感应现象”．

步骤二：抓住“电磁感应现象”中的关键知识点

（磁通量变化、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明确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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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联系，构建思维导图框架．

步骤三：细 化 各 关 键 点 内 容，充 实 思 维 导 图 分

支．最后形成电磁感应整章思维导图．

２．２　 教学过程

（１）明确思维导图中心词 ———“电磁感应现象”

问题引入：请学生回顾，“电与磁的关系先后是

由奥斯特和法拉第发现的，他们分别发现了哪两种

现象？”

教师活动１：教师对学生的答案进行评判，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 生 复 习“电 流 的 磁 效 应”的 具 体 内 容

和右手螺旋定则的具体用法．

教师活动２：引导学生复习 “电磁感应现象”的

具体内容．

本章的知识都是围绕电磁感应现象展开的，所

以以电磁感应现象为中心开始构建思维导图．

板书（图２）：

图２　 思维导图中心词

设计意图：通过发现史，引导学生区分电流的磁

效应与电磁感应现象，明确复习的主题是电磁感应，

并以“电磁感应现象”为中心词开始构建思维导图．

（２）抓住“电磁感应现象”的关键词，构建思维

导图框架

问题引入：请学生分析电磁感应现象的内容即

“当穿过一个导体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就会产

生感应电动势，该感应电动势会趋使导体中的自由

电子做定向移动，从而 形 成 感 应 电 流”这 句 话 中 的

关键词．

教师活动：总结学生的答案，引导学生分析各关

键知识点及其联系．

１）磁通量发生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的条

件．

２）电动势———磁通量发生变化产生的必然结

果．若回路不闭合则有感应电动势，而无感应电流．

３）感应电流 ——— 若回路是闭合的，就会在感

应电动势的作用下产生感应电流．

板书（图３）：

图３　 关键词及其联系

设计意图：基于教材中的知识安排顺序与上述

所分析的逻辑结构有所不同，本设计引导学生从电

磁感应现象的内容中找出本章的关键知识点，并理

清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明确思维导图的二级主题．
下一步是对各关键知识点的内容加以分析整合，导

入思维导图的分支中，建立思维导图的三级主题．
（３）逐一分析关键点，细化思维导图分支

１）复习“磁通量变化”的几种情况

问题引入：请学生回答如何计算通过一个线圈

的磁通量．
教师活动：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导学生由磁通量

的 公式Φ＝ＢＳｓｉｎθ（θ是Ｂ与Ｓ面的夹角）分析能引

起磁通量变化的因素有Ｂ，Ｓ，θ．
教师与学生共同活动：回顾实验及实验的简化

模型（用ＰＰＴ展示）将磁通量变化的情况总结归纳

如下：

①Ｂ，θ不变，Ｓ改变，则ΔΦ＝ΔＳＢｓｉｎθ；

②Ｓ，θ不变，Ｂ改变，则ΔΦ＝ΔＢＳｓｉｎθ；

③Ｂ，Ｓ不变，θ改变，则ΔΦ＝ＢＳ（ｓｉｎθ２－ｓｉｎθ１）；

④ 当Ｂ，Ｓ，θ中有两个量或３个量一起变化时，

就要分别算出Φ１ 和Φ２，再求ΔΦ＝Φ２－Φ１．
板书：（将以上磁通量变化的几种情况填充到思

维导图的分支中．）

２）解析“感应电动势”

问题１：如何计算感应电动势的大小？

学生活动：回答出感应电动势的大小由法拉第

电磁感应定律来计算，即公式

Ｅ＝ｎΔΦΔｔ
单位是伏（Ｖ）．

问题２：感应电动势分为哪两种，如何区分？

教师活动：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引导学生深入

理解感生电动势和动生电动势，包括其产生机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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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及对应的非静电力不同．
教师与学生共同活动：复习并总结、归纳在不同

情况下感应电动势的计算方法．

ａ．感生电动势：穿过闭合电路的磁场发生变化，

即磁通量变化中的第一种情况，Ｂ变化．那么法拉第

电磁感应定律的公式可变形为

Ｅ＝ｎΔΦΔｔ＝
ｎΔＢ
Δｔ
Ｓ

ｂ．动生电动势：由于闭合电路中的一部分导体

与磁场发生相对运动（切割磁感线），而产生的感应

电动势，归根到底产生动生电动势的原因是闭合回

路所围成的面积发生变化，即磁通量变化中的第二

种情况，Ｓ变化．在 不 同 的 运 动 情 况 下，法 拉 第 电 磁

感应定律的公式可相应地进行变式．

① 当导体以速度ｖ平动垂直切割磁感线时

Ｅ＝ｎΔΦΔｔ＝
ｎΔＳ
Δｔ
Ｂ ＝ｎｖΔｔＬΔｔ

Ｂ ＝ｎＢＬｖ

其中Ｌ是指切割磁感线的有效长度．

② 当导体平动但不垂直切割磁感线时（即ｖ，Ｂ
有一夹角θ）Ｅ＝ｎＢＬｖｓｉｎθ．

③当导体绕其一端点以角速度ω转动且垂直切

割磁感线时

Ｅ＝ １２ＢＬ
２ω（ｎ＝１）

板书：（将上述总结的感生电动势、动生电动势

的计算方法填充到思维导图的分支中．）

３）复习感应电流

问题１：如何计算感应电流的大小？

学生活 动：回 答 出 闭 合 电 路 的 欧 姆 定 律，Ｉ＝
Ｅ

Ｒ＋ｒ
．

问题２：如何判断感应电流的方向？

学生活动：有些学生回答根据楞次定律，有些学

生回答用右手定则．
教师活动１：引 导 学 生 判 断 感 应 电 流 是 由 感 生

电动势产生的还是由动生电动势产生的，由感生电

动势产生的感应电流用楞次定律来判断电流方向，

由动生电动势产生的感应电流用右手定则．
教师活动２：复习楞次定律与右手定则．
教师活动３：引 导 学 生 明 确 右 手 定 则 的 本 质 是

楞次定律，右手定则是楞次定律在动生电动势中的

应用．
板书：（将感应电流的大小与方向填充到思维导

图分支后形成完整的思维导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完整的思维导图

３　 总结

通过构建思维导图进行章节复习，可将复习的

思路显性化、具体化、清晰化，并且能够高度整合本

章知识点，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概念与概念的关系、

概念与规律的关系及规律与规律的关系．例如：经历

上述构建思维导图的过程，可使学生分清电流的磁

效应与电磁感应现象；明确在什么情况下用右手螺

旋定律、楞次定律和右手定则；区分动生电动势与感

生电动势以及电磁感应定律的公式在动生电动势与

感生电动势中的推导．在此基础上加以习题辅导与

学生自我练习，可从根本上解决做题时感觉无从下

手，公式、规律运用混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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