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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编写的基础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练习与辅导》（第二版），并与《自
然科学基础知识》教材相配套的教师和学生共用的辅助教材。
参加本书编写的都是从事该教材教学第一线的优秀教师。
此次编写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练习与指导》更加符合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教学实际，这对学生和教师
进一步学好和教好《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本书由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中学高级教师毕毓俊任主编，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中学
高级教师孙翊翔、张建新、毕毓俊及沈阳市120中学高级教师齐坤海参与了编写。
辽宁省昌图县职教中心中学高级教师崔玉杰改编了第二、第三单元；辽宁省盘锦市经济技术学校中学
一级教师田菊改编了第一、第四单元，山西省大同市幼儿师范学校高级讲师滕文清编写第九单元。
本书教案实例由崔玉杰、田菊提供。
本书虽然经多次修改，但因编者水平有限肯定还会存在一些问题，希望广大师生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进一步修订，使其更加完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练习与指导>>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与中等职业学校幼儿教育专业教材《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相配套的辅助教材。
本书每一单元的内容包括：本单元知识的归纳分析、教法和学法建议、补充知识、练习与思考解答、
补充练习、科学小常识、讲故事等部分。
书后附有教案实例及补充练习答案。
本书对于教师如何教好，学生如何学好《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一书都有重要作用。
　　本书适合中等职业学校幼儿教育专业三年制和高等职业学校幼儿教育专业五年制的学生使用，也
适合幼儿园教师及从事幼教工作的人员和儿童家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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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运动和力　一、本单元知识的归纳分析　二、教法和学法建议　三、补充知识　四、练习与
思考解答　五、补充练习　六、科学小常识　七、讲故事第二单元 电与磁的初步知识　一、本单元知
识的归纳分析　二、教法和学法建议　三、补充知识　四、练习与思考解答　五、补充练习　六、科
学小常识　七、讲故事第三单元 物质结构能量守恒　一、本单元知识的归纳分析　二、教法和学法建
议　三、补充知识　四、练习与思考解答　五、补充练习　六、科学小常识第四单元 天文知识初步　
一、本单元知识的归纳分析　二、教法和学法建议　三、补充知识　四、补充练习　五、小制作　六
、科学小常识　七、讲故事第五单元 有关碱、酸、盐和常见元素的知识　一、本单元知识的归纳分析
　二、教法和学法建议　三、补充知识　四、练习与思考解答　五、补充练习　六、科学小常识　七
、讲故事第六单元 有趣的有机化学　一、本单元知识的归纳分析　二、教法和学法建议　三、补充知
识　四、练习与思考解答　五、补充练习　六、科学小常识　七、讲故事第七单元 小玩具制作和小魔
术第八单元 有趣的生物　一、本单元知识的归纳分析　二、教法和学法建、义　三、补充知识　四、
练习与思考解答　五、补充练习　六、科学小常识第九单元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设计　一、本单元知识
的归纳分析　二、教法和学法建议　三、补充知识　四、科学小常识　五、讲故事教案实例补充练习
答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练习与指导>>

章节摘录

插图：（三）容易混淆的问题1.位移和路程。
位移是矢量，它用来表示物体位置的变化，不代表物体运动轨迹的实际距离；路程是标量，是物体运
动轨迹的实际距离。
一般情况下，位移的大小不等于路程，只有在物体做直线运动且运动方向不变时，位移的大小才等于
路程。
2.速度和速率。
速度是矢量，它用来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和方向，在数值上等于单位时间内位移的大小；速度的大小
叫速率，所以速率是标量。
应注意的是，通常所说的匀速运动，应当是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都不随时间变化的运动。
如果速度的大小和方向这两个因素中有一个或两个随时间改变，物体就做变速运动。
例如，匀速圆周运动就是变速运动而不是“匀速”运动，这里不变的只是速率；速度的方向是圆周的
切线方向，是随时间变化的。
3.物体的惯性与物体的运动状态无关。
惯性是物体的固有属性，惯性的大小由物体的质量决定，而与物体的运动状态无关。
物体的质量越大，改变物体运动状态所需的力越大，物体的惯性就越大。
但物体的运动状态却与惯性的表现形式有关，运动状态不同，惯性的表现形式不同，即静止物体的惯
性表现为继续保持静止，运动物体的惯性表现为继续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不变。
对于同一物体，无论它是处于静止状态还是运动状态，它所具有的惯性大小是相同的。
4.做离心运动的物体并没有受到“离心力”的作用。
物体做圆周运动时，需要合外力的支持，以满足向心加速度的需要。
这个合外力的方向指向运动轨迹的圆心，习惯上称作“向心力”，所以向心力并不是一个独立作用在
物体上的力，只是合力的作用效果。
当外力不能满足物体做圆周运动所必需的向心力时，物体的运动将偏离圆心，即物体做“离心运动”
。
因此，当物体做离心运动时，并不存在“离心力”的作用。
5.静摩擦力、最大静摩擦力和滑动摩擦力。
物体受力但在力的方向（或分力的方向）上没有运动，物体受到的摩擦力为静摩擦力。
静摩擦力是个变量，按牛顿第一定律，它总是和外力相等，并随外力的增加而增加。
当外力增加到恰好使物体运动时，静摩擦力达到最大值，称为最大静摩擦力。
相对滑动的物体间的摩擦力要小于最大静摩擦力。
6.平衡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作用在物体上的两个力平衡时，具有“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条直线上”的特点。
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也具有上述特点，但它们与平衡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其主要区别是：平衡力是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两个力，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则是分别作用在两个物体
上的力。
二、教法和学法建议本单元共16节，分别讨论了力学中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部分是质点的直线运动，由教材的1-2节构成。
在这一部分中参照物及运动的相对性，学生在初中时已有过接触，要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一步明确
“自然界中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矢量是这一部分的难点，应结合位移讲清矢量和标量的区别和联系。
还可以结合“南辕北辙”这类非常熟悉的故事，从应用的角度来理解矢量和标量。
应进一步指出物理学的许多物理量都与方向有关，如力、速度、加速度等，它们都是矢量。
加速度是第一部分的重点，讲解时要着重讲清加速度的含义。
利用一些简单的数据计算，从计算结果上分析得出加速度是代表速度变化快慢而不是大小的。
进而记住公式，为以后的教学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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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练习与指导》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配套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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