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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力”迷思概念的归类甄别及成因剖析 ①

郑文珍
（衢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衢州３２４０００）

摘　要：正确理解和掌握物理概念是中学科学（物理）学习的核心要素之一。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学生头脑
中形成了颇多的迷思概念。文章以初中科学“运动和力”知识单元中的７个知识点为观测点，以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为
观测对象，对７００多份样本进行逐项统计和遴选，对具代表性的３０多个迷思概念进行归类甄别，并对其成因进行直观性
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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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概念广泛存在于初中生头脑之中［１］，对科学知识的接受和掌握有着较大的负作用，特别严重

的甚至会影响到更进一步的学习，这一点已引起了国内外同行较为广泛的重视［２］。然而在具体的教学

过程中究竟哪些基本内容、哪些知识点学生更易形成迷思概念，以及迷思概念的种类和成因如何，则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均鲜有就某一知识范畴做出定量化的分析，对其形成的原因也未有明确的探究，因

而对“迷思概念”这一命题虽有共性认识，却无典型案例佐证。

“运动和力”单元是初中科学学习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中学生迷思概念出现最多

的一个知识领域［３］。为确切分析在这个知识单元内学生迷思概念的特征、种类、数量及成因，笔者利用

二段式测试的方式［３］，选用城、乡不同类型的近４００名初中学生为测试对象，以本知识单元中的７个知
识点为观测点，测试并逐项统计了该知识章节学生头脑中的迷思概念，对其种类、数量进行了归类甄别，

并较为直观地剖析了其各自不同的形成原因，以便为教师进行该单元教学提供有的放矢的帮助。

１　迷思概念的数量分布与归类甄别
为获取量化统计分析的第一手资料，找出初中生“运动和力”知识单元具体迷思概念的数量、种类

及特征，笔者对衢州市城区和城郊农村各两所学校共８个班、未学过“运动和力”的近４００名初一学生
进行了２次测试，回收答卷７６９份，其中有效答卷７３８份。问卷涉及“运动和力”单元中重力、弹力、摩擦
力、运动和力的关系、惯性、二力平衡、落体运动等７个知识点。笔者逐项对有效答卷进行统计整理，对
初中学生在本知识单元的迷思概念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归类甄别，具体数据与类型如表１所示（括号中
所附为选答该选项人数的频数）。

２　两种不同类别的数据比照
考虑到城校（实验学校及华茂外国语学校）和乡校（兴华中学及白云学校）类别的差异以及学生男、

女性别的差异，我们按学校类别和学生性别进行了横向比较，以期对这一问题从因材施教的角度予以差

异化的分类实施。其相关数据如表２、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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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初中生“运动和力”单元有代表性的迷思概念
知识点 迷思概念 产生原因

重力和

引力

物体只在大气层内才受到地球的引力（３８．８％）

因太空中没有空气，故宇航员不受地球引力（４１．６％）

空中的氢气球（２７．２％）、空气中飞舞着的灰尘（２０．６％）及瓶中的空气
（３０．６％）等物体因不需要支撑就能浮在空中，故均不受到重力

物体（如篮球）在上升过程中不受重力（总体１４．８％，女生２０．７％）

地面附近的物体受地球引力和重力的共同作用（６０．９％）

物体越靠近地面，所受地球引力越大（６６．６％）

物体越靠近地面，所受重力越大（２６．３％）

静置在斜面上的物体受重力方向为沿斜面向下（６４．９％）

失重即物体未受重力（６８．７％）

失重即地球对物体无吸引力（４９．４％）

失重即物体失去了重量（总体１８．７％，乡校生２０．３％）

受电视媒体及教材“若没有空气的存在，宇

航员将无法直接交谈”的影响

生活经验中，物体如果没有被支撑或被悬

挂就会往下掉

小学教材中未明确指出重力的产生原因

“受力大则物体运动快”的直觉

“受哪个方向的力物体就向哪个方向运动”

的直觉

望文生义

弹力

只有弹簧才能产生弹力（２５．９％）

静止的物体不受弹力（２４．７％）

能变形的物体才能产生弹力（总体１７．５％，女生２０．９％）

感性认识不足：学生在生活中及小学科学

课中大部分是通过弹簧、皮筋及弹弓等感

知到弹力的存在的。

摩擦力

物体被推而仍保持静止是因为所受推力小于（静）摩擦力（８８．６％）

接触面积越大，物体所受的摩擦力就越大（３６．１％）

物体运动速度越大所受的摩擦力越大（３７．６％）

物体运动越慢就表明其所受的摩擦力越大”（２４．２％）

压强大的物体产生的摩擦力大（２２．２％）

“拉力（或推力）大于阻力时物体才能发生

运动”的直觉

“身体没入水中越多在水中行走越困难”的

生活经验

“在风中奔跑时，跑得越快受到空气阻力越

大”的生活经验

由“物体受阻力越大运动越困难”的感性认

识迁移而来

压力和压强不分，直观感觉

惯性

惯性的

存在

惯性的

大小

惯性的

表现

物体运动快慢不变时没有惯性（总体１９．５％，男生２４．０％）
物体静止时没有惯性（４４．１％）
太空中的物体没有惯性（４４．９％）
不受力的物体有惯性而受力的物体没有惯性（４４．９％）
运动越快的物体惯性越大（７６．８％）
受力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７２．０％）
体积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３２．２％）
受阻力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小（７５．２％）
作曲线运动的物体在不受外力时将继续沿曲线运动（如在

中空的弯曲试管里运动的球从试管出来后将继续沿圆弧形

轨迹运动（４２．８％））

知觉主导思考［４］的思维特征：只有当物体

的惯性表现出来时才认为物体有惯性

关注片面［４］的思维特征：将物体运动状态

改变的快慢等同于其惯性的大小

将“运动状态”理解为“运动轨迹”

对“运动

和力”关

系的理

解

离开手的物体

能继续向前运

动的原因

手给物体的动力留在物体上（２１．１％）

手给物体的动力大于物体受到的阻力（４８．４％）

物体运动越来越慢的原因，是使物体前进的动力小于该物体受到的阻力

（４０．２％）

落体运动逐渐加快的原因，是因为其受到的地球引力（或重力）越来越大

（９２．９％）

把“力”当作＂能量＂的同义词

“力大则物体运动快；动力大于阻力，则物

体运动加快；阻力大于动力，则物体运动减

慢”的直觉

二力平衡

对静止悬挂在定滑轮两侧的沙桶和金属球，因沙桶在金属球的下方，即

沙桶一侧要向下沉一些，所以沙桶重（２７．３％）由实验室里的天平或生活
中的“跷跷板”形象得到

由实验室里的天平或生活中的“跷跷板”形

象得到

对于静止在水平桌面上的木块，因为桌子支持住了木块，所以支持力大

于重力（２４．７％）“抱起越重的物体需用力越大”的直观印象
“抱起越重的物体需用力越大”的直观印象

落体运动

质量大小不同的两个物体从同一高处同时落下时，它们将同时落到地

面，因为它们所受重力一样大（２３．９％）
“力大则物体运动快”的直觉，曲解比萨斜

塔实验现象

质量大小不同的两个物体从同一高处同时落下时，质量大的物体先落到

地面，因为质量大的物体受重力大（３０．４％）
“受力大则物体运动快”的直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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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迷思概念的性别差异

女生选答显著高于男

生的迷思概念

因不需要支撑就能浮在空中，故空气中飞舞的灰尘不受重力（男生２９．８％，女生４５．３％）

物体在上升过程中不受重力（男生９．１％，女生２０．７％）

速度越大的物体所受摩擦力越大（男生２８．８％，女生４６．５％）

离开手的物体能继续向前运动的原因，是手给物体的动力留在物体上（男生４１．３％，女生５４．１％）

因为大人比小孩重，所以大人和小孩同时从跳板上跳下时大人先落至水面（男生５１．６％，女生３６．４％）

男生选答显著高于女

生的迷思概念

物体运动快慢不变时没有惯性（男生２４．０％，女生１５．０％）

物体静止时没有惯性（男生５１．６，女生３６．４％）

表３　迷思概念的学校类别差异

乡校生选答显著高于

城校生的迷思概念

太空中没有空气，宇航员不受地球引力（乡校生４２．５％，城校生３３．７％）

因不需要支撑就能浮在空中，故空中的氢气球不受重力（乡校生５８．６％，城校生４２．５％）

因不需要支撑就能浮在空中，故空气中飞舞着的灰尘不受重力（乡校生４７．１％，城校生２８．５％）

失重即地球对物体无吸引力（乡校生５５．２％，城校生４４．１％）

体积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乡校生３８．４％，城校生２６．３％）

离开手的物体能继续向前运动的原因，是手给物体的动力留在物体上（乡校生６０．９％，城校生３３．９％）

大人比小孩重，所以大人和小孩同时从跳板上跳下时大人先落至水面（乡校生６０．９％，城校生３３．９％）

城校生选答显著高于

乡校生的迷思概念

因不需要支撑就能浮在空中，故瓶中的空气不受重力（乡校生２４．７％，城校生３６．０％）

失重即物体未受重力（乡校生６２．２％，城校生７４．７％）

运动越快的物体惯性越大（乡校生７２．４％，城校生８０．９％）

物体惯性的表现是保持其原来的运动轨迹（乡校生３３．３％，城校生５１．３％）

３　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在初中科学“运动和力”这一知识单元，学生在７个知识点里共存在３６个比较有代

表性的迷思概念，基本涵盖了本章节的全部内容。其成因与中学生的知识范畴、思维特点、生活经验、直

观感觉、信息储备及望文生义等多种因素有关，并且因学校类别和学生性别等差异存在不同的统计特

征。初中物理教学必须重视这些迷思概念的产生机制及原因，并结合考虑学生的认知风格、学习动机、

教师的教学方式及学习气氛等课堂要素，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思维向科学概念转变［５］，方

能使中学物理教学真正起到好的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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