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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大气压强”授课中学生质疑“覆杯实验”是水黏住纸片,以及学生实验中验证大气压强存在时涉

及的“气压”知识产生的教学障碍点,针对演示实验“覆杯实验”进行改进,从而解决教学难点,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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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压强”是学生学习了压强与液体压强之

后开展的内容,既是液体压强知识的延续拓展,也是

学习流体压强与浮力的基础.“大气压强”作为初中

物理学习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加上“大气压强”与生

活联系密切,涉及的实例及有趣的实验较多,一直以

来都是广泛研究的内容.
在“大气压强”的教学设计中,主要围绕3部分

进行教学[1]:

(1)大气压强是否存在?

(2)大气压强有多大?

(3)大气压强的应用.
在这3部分的教学过程中,“覆杯实验”作为比

较经典的演示实验,因为效果明显、操作简单,一直

以来倍受青睐,成为教师授课时比较常用的演示实

验.然而,“覆杯实验”也引起一些问题,比如学生质

疑是水黏住了纸片,水杯中没有灌满水时纸片也可

以不掉落,学生的质疑给大气压强的后续教学造成

了影响.“大气压强”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学生能够

运用所学知识验证并解释大气压强的存在,这就不

得不引出“气压”的概念,虽然教材中没有提到,但

是在学生解释大气压强的常见现象及应用中是必不

可少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建立“气压”的概

念,使学生区分“大气压强”与“气压”的区别.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中,演示实验是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启发学生思考的重要环节[2],从教学的目的

出发,对演示实验进行改进是有必要的,加上教师启

发式的提问,一步步引导学生学习知识.本文针对

“大气压强”教学中“覆杯实验”出现的问题进行改

进,解决上述疑问,充分实现演示实验的教学功能,

利用“覆杯实验”实验器材将演示实验做“透”,激发

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培养学生积极挖掘实验的

本质,引导学生后续对大气压强的测量及描述大气

压强的存在时,建立准确的物理语言体系,正确描述

物理现象.

1 验证不是水黏住了纸片

“覆杯实验”通常做法是,将水杯灌满水倒置,

由于水的自重而流出,接着进行对比试验,将水杯再

次灌满水,杯口覆盖一个小纸片,将其倒置,观察到

纸片没有掉落.在教师的引导下得出结论,是大气压

强“托”住了纸片,进而得出大气压强的存在,并且

在各个方向都存在的结论.
上述实验过程中,学生质疑“水黏住了纸片”,针

对这个问题,重新设计“覆杯实验”.首先对实验中的

纸片进行受力分析,纸片受到自身重力(轻质,可忽

略)及水杯中水施加向下的压力作用,那到底是外

界大气压力的作用“托”着纸片,还是水黏住纸片

呢? 现在做如下处理,如图1所示.

图1 改进的“覆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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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杯底部扎一个小孔(尽量小),首先将小孔

用手堵住或用橡皮泥塞住,按照“覆杯实验”的做法

进行,为了验证学生的质疑,将橡皮泥用牙签或针捅

开,可以观察到纸片掉落,这是由于纸片上下表面均

受到大气压力的作用并且相互抵消,由于水施加向

下的压力,从而使纸片掉落.通过这样的处理,也验

证了不是“水黏住了纸片”.

2 “覆杯实验”再改进 ——— 气压与大气压强

在之前“大气压强”教学中,学生小组实验尝试

验证大气压强的存在,众多实验器材中学生对“覆杯

实验”特别感兴趣,都跃跃欲试,按照教师的做法照

做,但是有的学生有了新发现:水杯中没有灌满水,

纸片也没有掉落.学生尝试解释说“水杯内的大气压

小于外面的大气压”,因为教材中没有涉及“气压”的

概念,按照之前的讲课方法,学生不清楚“气压”是什

么,但是所有验证大气压强存在的实验中,真空环境

几乎不能达到,因此“气压”的概念引入必不可少.
为了使学生对大气压强的概念有更清晰的认

识,从而正确解释生活现象,在演示实验环节充分利

用“覆杯实验”的有趣性,进一步将实验改进得生动

有趣,使学生产生悬念,提出问题并进一步解决问

题.基于教学中学生出现的问题,考虑到演示实验的

可改进性,将“覆杯实验”在原来基础上进行改进,

使学生在对大气压强认识的基础上,利用实验的设

计,引发学生认知冲突和求知欲.
实验器材选取上述“覆杯实验”中底部带孔的

水杯,两个水槽(一高一矮),高水槽便于学生观看实

验现象,矮水槽防止水流出,如图2所示.

图2 再改进的“覆杯实验”

首先在高水槽中装入一定高度的水,为便于观

察,在水中滴入几滴红墨水.实验器材准备完毕后,

教师用手堵住水杯底部小孔,并将水杯灌满水,将其

倒置放在高水槽中,观察到水杯中液面不下降,学生

看到这个现象多数会觉得很新奇,会不断追问为什

么? 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有些学生观察到教师手

指堵住了水杯底部的小孔,提出是这个原因引起水

面不下降.带着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教师进一步

演示,手指松开小孔,观察到水面下降,再次堵住小

孔,水面不下降 …… 在这样操作的过程中,学生不

仅有了兴趣,也开始思考这其中的原因.结合“覆杯

实验”的结论,通过教师引导,学生会想到当手指松

开小孔后,水杯内的水上下表面均受到大气压强的

作用,水由于自重流出从而液面下降.当手堵住小孔

后,水杯内液面不下降,学生观察到水杯内液面上方

存在空气,液面下方受到大气压强的作用,抓住学生

此时的求知欲和兴趣,引入“气压”的概念.气压指

任意气体在任意状态下产生的压强,比如实验中液

面上方的空气产生的气压,教师可再多举几个例子:

气球中气体的压强,车胎中气体的压强等,帮助学生

正确认识气压,这时候学生就可以知道水杯中液面

不下降的原因了,水杯内气压小于外界大气压.
“气压”概念的引入是讲授“大气压强”时必不

可少的内容,对于学生正确解释生活中大气压强的

现象具有引导作用,课堂中运用演示实验的直观性、

趣味性和引导性[3],不断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

知欲,通过教师的语言组织及实验演示,为学生建立

用逻辑的物理语言解释实验现象的示范,为课堂中

接下来的学生实验及大气压强的测量及应用建立理

论基础.
就“大气压强”这节课的设计来说,结合授课时

学生出现的认知问题,充分利用课堂中演示实验的

重要性,将原有的“覆杯实验”进行改进,放大实验

教学效果,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学生主动

参与获取知识的过程[4],将演示实验做“透”,使之更

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思维品质的发

展,并且能够深化“大气压强”知识的应用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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