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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课《“碰撞类”模型问题》教学设计

姓名 席东亮 科目 高中物理

课题 “碰撞类”模型问题

教材

及学情

分析

这节课是高三第一轮复习课。本节教材内容是从动量守恒定律应用的角度考

虑的。碰撞问题是动量守恒定律、机械能守恒定律这些最基本内容的应用。研究

碰撞问题可以在典型的、有意义的情境中复习这些基本内容。虽然高三学生以前

学过碰撞的相关概念，各种碰撞的特点及适用的规律，但普遍存在着理解概念不

准确，分析问题缺乏条理等情况。

因此本节课希望能做到：尊重教材，引导学生重视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复

习，通过创设具体的情景，让学生理解各种类型的碰撞的含义，掌握其典型特征、

适用规律、与机械能等相关知识的联系，会运用它们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当然，

限于一节课的容量，运用知识解决各种各样的碰撞问题会在后面的习题课中进

行。

考点

分析

从前几年命题规律来看主要的考查方式是碰撞或反冲模型，以计算题的形式

考查动量和能量观点的综合应用，因此应用力学三大观点解决碰撞模型问题仍然

将是今后命题的热点

教

学

目

标

（一）知识与技能

1、复习弹性碰撞、非弹性碰撞和完全非弹性碰撞。会应用动量、能量的观点综

合分析、解决一维碰撞问题。

2、加深对动量守恒定律和机械能守恒定律的理解，能运用力学三大观点解决一

些简单的与生产、生活相关的实际问题。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体会碰撞中动量守恒、机械能守恒与否，体会动量守恒定律、机械能守

恒定律的应用。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感受不同碰撞的区别，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

教学

重点
碰撞思维建立及碰撞模型分类

教学

难点

1.动量守恒及能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2.公式化简

教学

方法 探究式 启发式 讨论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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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

碰撞的特点

通过列举生活实例引出问题：碰撞有哪些特

点？

碰撞的特点：

时间短，内力远大于外力，动量守恒。

思考碰撞过程特

点

体会碰撞思

维

理论分

析

碰撞的类型

（1）根据碰撞后的运动情况可以分为对心碰撞

和非对心碰撞。

（2）根据碰撞过程中机械能是否有损失，以及

损失的程度不同，碰撞又可分为：

弹性碰撞：形变消失，动能无损失即机械能守

恒。

非弹性碰撞：机械能有损失。

完全非弹性碰撞：机械能损失最大。

分组讨论碰撞可

能存在的类型

（结合实例-打

台球）

提炼碰撞中

的简单类型

限定思考角

度

一、弹性

碰撞

白球和黄球的质量分别为 m1和 m2，白球以一定

的初速度和静止的黄球发生弹性碰撞，怎样求

碰后速度？

在弹性碰撞过程中，分别根据动量守恒定

律、机械能（动能）守恒定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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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得：（化简过程要求学生必须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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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果进行讨论以下 3 种情况

1、m1=m2 2、m1>>m2 3、m1<<m2

1.根据教师提醒

自行书写满足的

动量守恒和机械

能守恒公式

2.联立化简得碰

后速度表达式

3.对不同质量关

系利用数学方法

分析碰后速度关

系

体会理论和

实际的联系

并深入理解

碰撞模型的

特点

白球和黄球的质量分别为 m1和 m2，白球黄球分

别以一定的初速度发生非弹性碰撞，怎样求系

统损失的机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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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弹

性碰撞

在非弹性碰撞过程中，分别根据动量守恒定律、

能量守恒定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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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例分析：在非弹性碰撞中，若碰后两物体粘

在一起，则 21 vv  ，动能损失最大发生完全非

弹性碰撞，分别根据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

定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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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碰撞过程中损失的机械能去哪了？

1.区分碰撞过程

动量守恒和能量

守恒有无决定关

系

2.引导下分析碰

前和碰后的能量

守恒关系的建立

并书写出表达式

1.学会书写

能量守恒和

动量守恒的

方程并联立

求解

2.总结一般

的碰撞模型

的分析思路

和解题技巧

三、模型

分类

1.四类模型 5种

情况按照弹性碰

撞和非弹性碰撞

特点进行分类

2.分四组思考并

列式求解

1.体会动量

守恒和能量

守恒在不同

的模型中的

应用

2.体会一般

的解题思路

步骤

3.总结碰撞

的原则

a.两物体共速

b.弹簧恢复原长

c.物块上升到最高

点（共速）

d.下滑后分离时

e.两物体共速

f.两物体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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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碰撞遵守的原则

1. 动量守恒

2. 机械能不增加

3. 速度要合理

4. 能量守恒

学生思考并回答

其他学生补充并

总结

培养学生的

探索精神和

总结归纳能

力

四、应用

（练习 1）A、B 两球在光滑的水平面上同向运

动，mA＝1 kg，mB＝2 kg，vA＝6 m/s，vB＝2 m/s，

当 A球追上 B球并发生碰撞后，A、B两球速度

的可能值是( )

A．vA′＝2 m/s，vB′＝2.5 m/s

B．B．vA′＝2 m/s，vB′＝4 m/s

C．vA′＝－4 m/s，vB′＝7 m/s

D．vA′＝5 m/s，vB′＝2.5 m/s

答案：B

学生分析并交流

巩固碰撞原

则与实际的

结合

（练习 2）如图所示，质量分别为 1 kg、3 kg

的滑块 A、B位于光滑水平面上，现使滑块 A以

4 m/s 的速度向右运动，与左侧连有轻弹簧的

滑块 B发生碰撞．求二者在发生碰撞的过程中．

(1)弹簧的最大弹性势能；

(2)滑块 B的最大速度

答案：（1）6J（2）2m/s 向右

自主完成（2名学

生板演）

对弹性碰撞

和非弹性碰

撞的加深理

解和守恒原

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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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小

结

第 4 节 “碰撞类”模型问题

一、碰撞的特点：

时间短，内力大，动量守恒。

二、碰撞的类型：

（1）对心碰撞和非对心碰撞。

（2）弹性碰撞：机械能守恒。

非弹性碰撞：机械能有损失。

完全非弹性碰撞：机械能损失最大。

三、碰撞模型：

四、应用

板

书

设

计

作

业

设

计

练习小册 1、2、3题

课

后

反

思

由于本节内容相关题型计算量较大，未能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认真化简计算，

体会碰撞过程提炼动量和能量关系之间联系化简的方法和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