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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生活 开发厨房实验资源 激发学生实验兴趣

        ——— 初中《物理》教学中几个厨房实验的布局与实施

 

张 静

(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宋诏桥初级中学  浙江 宁波  315192)

(收稿日期:2018 10 10)

摘 要: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实验资源,是切实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厨房实验是重要的物理实验资源,

非常方便实用,可大大增强学生的动手机会,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有利于体验实验过

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厨房实验  布局实施  实验兴趣

  厨房实验是指利用家庭厨房用品来进行物理

实验,从而对物理进行学习和探讨的活动.笔者把厨

房实验理解为一种科学实验.它一般具备以下几个

主要特征:

(1)使用的物品一般来自厨房,人人都能用的

或者是容易买到的日用品和材料;

(2)实验结构简单易懂;

(3)实验的实施毫无问题;

(4)实验时间短;

(5)一般情况下会产生特别的情感效果:意外、

惊讶、惊奇、欢欣鼓舞、疑惑,等等;

(6)厨房实验适用于物理课堂教学,具有趣味

性,经常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作

为学生实验或家庭实验.

1 瓶吞鸡蛋

物理知识:大气的压力、压强

根据理想气体的物质定律,通过冷却瓶中封闭的

空气可以把一枚煮熟的鸡蛋吸入瓶中,如图1所示.
材料:气球或煮透剥了皮的鸡蛋,宽颈奶瓶,冷

水和热水或纸张和火柴.

布局和实施:

把一张燃烧的纸放进瓶中.火焰熄灭后,把煮透

剥了壳的鸡蛋放到瓶口上,鸡蛋便会被吸入瓶中.另

一种做法可以按下列方法进行:用热开水冲刷玻璃

瓶,把鸡蛋放到瓶口上,然后把瓶子放进冷水中.鸡

蛋同样会慢慢地被吸入瓶中.接下来把瓶子翻转过

来,鸡蛋就会从里面把瓶口封住,给瓶子加热,鸡蛋

便会重新从瓶中滑出.

图1 瓶吞鸡蛋实验示意图

就实验而言,鸡蛋和瓶颈的大小是否合适非常

重要.

瓶颈要正好适合鸡蛋,但不能让鸡蛋掉下去.如

果没有合适的瓶子,也可以用气球替代.把气球套在

任何一个瓶子的瓶颈上.气球会在冷却瓶子的过程

中被吸进瓶内,并在瓶内给自己“冲上气”.

2 压扁罐子

物理知识:压力、气压、压缩

罐子中的水煮开后,迅速冷却罐子,气压可以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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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罐子,如图2所示.

图2 压扁罐子实验示意图

材料:空饮料罐,装有冷水的器皿,酒精灯或其

他猛烈的热源,能把罐子从热源上拿下来的钳子.
布局与实施:

在饮料罐中放少许水,然后放到热源上加热.把

开口向下的罐子浸泡到至少1cm深的冷水中,罐子

就会一下子被压扁.

3 漂浮的鸡蛋

物理知识:密度、浮力、漂浮、悬浮、下沉

一枚鸡蛋在食盐溶液和纯净水的分层中漂浮.
用这枚鸡蛋可以说明液体和物体的密度的关系,可

以确定物体在液体中是下沉、漂浮还是悬浮,如图3
所示.

图3 漂浮的鸡蛋示意图

材料:透明容器(容积:约0.5L),容器(容积:

至少0.2L),糖(约100g),生鸡蛋.
布局和实施:

给一个透明的容器装上约三分之一的水,然后

在每100mL水中放入约50g的糖,搅拌成浓糖溶

液.把一枚生鸡蛋放入溶液中观察变化,把鸡蛋往液

体下面按时,可以看到鸡蛋又相当迅速地浮出水面.
水通过溶液分层,必须非常小心地进行,以避免

两种液体搅合在一起.倒水时必须以细水长流的形

式,水需经过平放在离液体表面很近的汤匙慢慢添

满容器.其他方法是,让水流到已经漂浮的鸡蛋上,

或者把装溶液的容器斜放,让水慢慢地沿着边沿往

里流.这时把鸡蛋放进液体,必须用手指把它慢慢按

到水下后才可松开.
鸡蛋大约会漂浮在容器一半高的地方.如果把

完成的实验放在没人打搅的地方,这个状态可以维

持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因为水和溶液通过扩散

混合得很慢.当然也可以事先把鸡蛋放在水里,来说

明这时的鸡蛋会下沉.此外,可以测试鸡蛋是否新

鲜.不新鲜的鸡蛋会浮在水面,这是因为鸡蛋的内部

因逐渐腐败分解成了气态成分,后者通过透气的蛋

壳外泄.
该实验的另外一种简单方法是使用两种不会混

合的液体,容器里装上一半水,一半煤油,此外再放

入一支小蜡烛(比如茶烛).液体分离后,煤油会浮在

水上,蜡烛则悬浮在两种液体之间的分界处.简化了

的实验的代价就是少了学生的惊讶,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可能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用了两种不同的液

体.

4 汤匙的镜像

物理知识:反射镜、凹面镜、凸面镜、图像

用一把汤匙就可以证明凸面镜产生正立的虚

象,凹面镜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倒立的实像.
材料:表面没有什么刮痕的金属汤匙,可以放大

的化装镜.
布局和实施:

从约30cm远的地方看汤匙的拱形部分时可以

看到自己.拱形部分指向面部(凸面镜)时,可以看

到一个正立的虚像(图4).反之(凹面镜),则可以看

到一个倒立的实像(图5).

图4 凸面镜的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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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凹面镜的成像

在化装镜中可以看到自己放大了的正立像,这

也与凹面镜有关.只有远距离看这样的镜子,镜像才

是倒立的.

5 作为黑色的“黑色体”

物理知识:黑色物体、反射、散射、吸收作用

用黑布盖住某个容器,然后在上面开一个小洞.
由此可以说明没有一种物体是理想的黑色,即没有

一种物体可以完全吸收射在它上面的光.
材料:任何颜色的不透明的容器(如杯子),不透

光的黑布或黑色的纸(面积要大于容器口),剪刀.
布局与实施:

在一块黑布的中间剪一个直径约5mm 的小

洞,然后把它盖在一个开口的容器上,如图6所示.
这时的小洞无论如何看上去要比周围黑,这并不取

决于所选的布料有多黑.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容器内

部是白色的,实验的结果亦是如此.

图6 “黑色体”

6 皂膜驱动装置

物理知识:力、表面张力、表面能

液体致力于把自己的表面缩小到最低的限度,

可以使吸管动起来.
材料:带节的吸管或金属线(直径约1mm),肥

皂液,浅平的容器(底面:至少10cm×25cm),圆珠

笔,切刀.

布局与实施:

把4只吸管剪断,套在一起(每个开口都用圆珠

笔撑大),形成长方形(尺寸:约8cm×20cm),然后

把一只关节被剪断的吸管横放在长方形上,如图7
所示,抓牢并浸入肥皂液中.只要两边形成的皂膜完

好无损,即使松开活动吸管,它也能保持不动.一边

的皂膜一旦遭破坏,吸管就会快速地滑向完好无损

的另一边.这时另一边的皂膜随即消失.

图7 皂膜驱动装置

这个实验也可以用相应的金属线替代吸管进

行.

7 从空瓶中取出软木塞

物理知识:摩擦、静摩擦、静摩擦系数

每种材料都因接触面不同而具备不同的静摩擦

系数.这一点特别适合玻璃和布料上的软木塞,所以

没有木塞起子也可以从空瓶中取出软木塞.
材料:长颈葡萄酒瓶(瓶口越来越细的那种),可

以很好地塞住葡萄酒瓶的软木塞,洗碗布,打包带.
布局与实施:

把一个软木塞完全塞进一个空瓶后,再把洗碗

布的一个角放进酒瓶(最好把洗碗布转一下).洗碗

布要伸进瓶颈约10cm.把瓶子的口向下拿好,把软

木塞摇晃到洗碗布上,如图8所示.软木塞不可倾斜

在瓶颈处或横挡住瓶颈.否则需把洗碗布拿出来重

装,再把软木塞摇晃到洗碗布上.抓住洗碗布往外

拉,整个软木塞就会随之滑出来.

图8 从空瓶中取出软木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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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用木塞起子打开葡萄酒瓶盖

物理知识:力、脉冲、弹性碰撞

通过在墙上多次敲打瓶子可以把葡萄酒瓶的软

木塞从瓶颈中推出来.
材料:一瓶原装没开启的葡萄酒,洗碗布或其他

可以减小冲力的材料,牢固的墙.
布局与实施:

把一块足够大的洗碗布折成几折,折出的越厚

越能减小碰撞时的冲力,并且折后的大小也要适合

酒瓶瓶底大小.把折好的洗碗布平放在墙上,葡萄酒

瓶按水平面拿好,瓶子的底部对准洗碗布,然后用力

反复向洗碗布上碰撞,如图9所示.

图9 不用起子打开葡萄酒瓶盖示意图

  这样来回几次,软木塞就会松动,再继续下去,

软木塞最终会被几毫米几毫米地推出瓶外.瓶口如

果有保护膜,必须在实验开始前取掉,以避免软木塞

滑不出来.

为安全起见,做实验时双手必须带护手.

尽管有许多可以理解的顾忌,但必须勇敢面对

实验,特别是不要被刚开始敲打时出现的玻璃破裂

声吓倒:每次敲打后出现的可怕声音,是软木塞松开

的信号.

最后,笔者用《新课程标准》中的一些观点,作

为本文的结尾:“科学实验是进行科学探究的重要方

式,它的功能是其他的教学手段无法替代的,学生具

备的科学实验技能是学习和进行探究活动的基础和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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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所以奥斯特的创新思维,使人类首次揭示了自

然界中还存在着“横向作用”.
法拉第发现“磁生电”的现象,一开始也受到先

前人们认识到的电磁现象都是静态和稳态的影响,

从未想过要在变化的过程中去观察现象,导致每次

实验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法拉第的最终成功,其实是

突破了人类认识问题长期养成的一种静态观念,认
识到电磁感应现象的动态特征,同时也开创了研究

变化过程中的暂态过程.法拉第的创新思维,揭开了

电与磁的神秘面纱,也拉开了人类社会迈进电气时

代的序幕.
应该说,这段科学史是科学思维中传统与创新

的交锋和突破,同时,它也展示了创新思维的重要性

和时代局限性对创新的羁绊.
2.4 “划时代的发现”的哲学思考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电现象和磁现

象的研究是分开进行的,其原因就是认为电和磁是

两个没有联系的自然现象.直到19世纪初,随着人

们对摩擦生热以及热机做功等现象的认识,自然界

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哲学思想逐渐

开始影响了一批科学家,奥斯特的发现正是在这样

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为了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中的

“对称与统一”,法拉第同样坚信磁可以产生电.但为

什么用了10年之久,这就是事物是有联系的,但联

系又是要有条件的哲学根源.所以,发现电与磁之间

的联系,起初是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反过来,电与

磁的联系被发现,又支持和丰富了事物都是普遍联

系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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