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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高空独轮车表演”的演示实验为引入,让学生认识到物体重心的位置会影响物体的稳定性.中

国古人已经发现这一规律并利用这项规律制作出计量的器具 ——— 欹器.接下来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验,让学生

逐步了解欹器的工作原理.实验中,学生会经历实验失败、寻找原因、再次实验、实验成功等完整的物理探究过程,这

种教学方式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本课的教学中,学生不仅能了解中国古人的智慧,同时

还能让学生体会到满则覆、谦受益的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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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月,北京市所有的新初一学生都会增

加物理活动课,每周一节,以小制作、科学演示的方

式增加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感性认识,为初二物理课

程的学习做好兴趣和知识上的铺垫.由于初一物理

活动课是一门新型的课程,对于如何讲解相关的物

理知识、讲解到何种程度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欹器的秘密”为例,希望能够对物理教

师有所启发.

1 创设情境 引入新课

师:APEC假期中,老师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高

空独轮车表演,这场表演不仅精彩,而且十分惊险.
有没有同学看过独轮车表演? 没看过的也无所谓,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独轮车,让你们一饱眼

福.只不过今天表演的不是人,而是这个小玩偶.(如
图1)实验装置:直径为30cm的轮子,下坠质量为2
kg的重物.

图1 独轮车

师:独轮车演员在高空表演已经很危险了,下面

还挂一个花篮,我们把这个花篮取下来,帮他减轻点

负担吧.
当把花篮摘下时,车子立刻翻倒,十分震撼.
设问:为什么独轮车下面坠重物稳定,想给它减

轻点负担反倒不稳定了?

师:这个现象现在看来都很有趣,其实在中国古

代人们已经见过类似的现象,并且利用其中的道理

制作了一件非常神奇的器具,它就是本节课我们要

学习的 ——— 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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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需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入手,综合刚才的分

析,内因只有质量、而外因只有力,所以物体运动状

态的改变只与力、质量这两个因素有关,即加速度只

与力和质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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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实验 收获新知

师:欹,顾名思义是倾斜之意,欹器指的就是自

由放置时处于倾斜状态的器具.
设问:同学们,你们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让学生大胆猜测)

师:欹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计量器皿,早在春秋

战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那么它又是如何计量的

呢? 老师制作了一个欹器的模型,请观察下面的实

验.
这是一个可以绕固定轴转动的盛水杯,当通电

以后,水泵将水源源不断地注入盛水杯内,观察它的

变化.
提问:你们看到了什么实验现象?

学生:水多到一定程度就翻倒了.
追问:是不是水足够多盛水杯就会翻倒呢? 下

面我们就来动手制作这样一个盛水杯,尝试让它翻

倒.

图2 盛水杯

2.1 实验制作欹器

实验器材:矿泉水瓶、吸管、螺丝、盛水杯支架.
制作方法:利用小螺丝打孔,大螺丝扩孔;在此

孔对称的另一个位置利用同样方法打孔,将吸管穿

过;将制作完成的盛水杯放在支撑架上,倒水观察能

够翻倒.
实践一:制作一个盛水杯,放在架子上,试试能

否翻倒?
学生制作完毕,将他们的作品进行展示.大部分

学生都能观察到由于孔打得过高,盛水杯不能翻倒.
设问:如何能让盛水杯翻倒呢?
学生意识到,应该将孔打得低一些.
实践二:根据实践一总结的经验,再制作一个盛

水杯,观察使盛水杯翻倒的水量.
实验完毕.大部分学生的盛水杯都能翻倒.但是

有的同学的盛水杯盛一点水就翻倒,而有的同学的

盛水杯能够盛更多的水才翻倒.
提问:两种盛水杯,哪种更实用呢?

按照我们计量的目的,肯定是盛多点水再翻倒

更好.
总结:通过第一个实验了解到,孔应该打低一些

盛水杯才能翻倒.通过第二个实验了解到,为了达到

计量的目的,孔不能打得太低.由此我们发现,孔的

位置决定了盛水杯是否能翻倒.以图3为例.

图3

以孔的位置为界限,将水分为上下两部分.当上

面比下面轻时,盛水杯稳定.当盛水杯上面比下面重

时,盛水杯不稳定,翻倒了.
实践三:总结实践一和实践二的经验,你能制作

出一个装尽量多的水才翻倒的盛水杯吗?

学生实验.
总结:通过刚才3个实验,相信同学们能看到盛

水杯的3个状态.当没有盛水时,盛水杯倾斜.盛适

量水时,盛水杯端正.当盛有较多水,使上面的水比

下面的水重时,盛水杯翻倒.后来,人们根据这3个

状态总结出“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1].
设问:你们从中得到哪些体会呢?

学生:做人要谦虚,不能骄傲自满.
相信同学们已经了解到其中蕴含的“满招损,谦

受益”的人生哲理.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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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座右铭

古代帝王亦将欹器作为警戒之器置于座位的右

侧,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谦虚,切勿骄傲自满.由于

帝王的这种举动,欹器又称为右坐之器,这正是“座
右铭”一词的由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

使用欹器,欹器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失传.清光绪年间人们制作了一架铜质鎏

金的欹器,现存于故宫博物院,感兴趣的同学不妨去

参观一下.

3 拓展提高

欹器的原理不仅在中国古代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现代的应用也十分广泛.
炎热的夏天,同学们都喜欢去水上乐园游玩,你

们见过这样的大水桶(图5)吗? 当水桶内水量足够

多时便会翻倒.这时在下面的人们就能体会到飞驰

而下的水流给人们带来的凉爽和刺激.

图5 大水桶

除了生活中的应用,利用达到固定量就翻倒的

道理在生产上的应用也是十分广泛的,例如翻斗式

雨量计量器和油井计量器等.(图6和图7)

图6 翻斗式雨量计量器    图7 油井计量器

4 课程回顾

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不仅认识了欹器

和欹器的原理,还了解到其中蕴含的道理.最后,我
们来回答课程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独轮车下面要

坠一个花篮?

学生:让下面比上面重,独轮车在高空稳定.
师:一个普通的花篮能达到让独轮车稳定的效

果吗? 咱们看看花篮中蕴含的奥秘.原来花篮里面

装了一个大秤砣(图8).

图8 秤砣

5 教学体会

顺应教育改革的大潮,初一年级增设了物理活

动课程,给初一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动手、探
究、带着乐趣接触科学知识的平台.在此背景之下,

北京市初一年级的物理活动课开展了起来.在活动

课上,孩子们了解了很多新奇的物理知识,活动课的

侧重点在于动手实践,而不是理论学习,这无形中减

少了学生学习的负担,从兴趣的角度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在活动过程中让学生初步了解一些生活

中普遍应用的物理概念和知识.
“欹器”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丰富教育价值的

器皿.欹,原本是倾斜之意.欹器之名来源于该器皿

自由放置时呈现倾斜状态.随着欹器内部水量的增

加,它又出现“中则正,满则覆”的现象,这正是物理

中重心的知识.当欹器作为人们借以遵循的一种道

德规范或行为标准时,人们又称它为“宥坐之器”,或
“右坐”器,或劝诫之器[2].在现代,欹器满则覆的原

理应用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从水上乐园的大水桶到

雨量计量器,再到油井计量器等.
本节活动课不仅使学生体验到物理知识的神

奇,还能让学生走进博物馆了解中国古代辉煌的科

学技术成就.实验设计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让
学生经历了完整的物理实验探究过程,培养了学生

实验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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