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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初中物理各版本课本中的液体压强理论,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甚至内容前后矛盾.不仅对学

生学习大气压强形成了干扰和误导,也对包括中考题在内的很多题目形成了错误的引导.通过查阅相关书籍和资

料,具体分析了课本中的缺陷和不足,并给出了适当的修改建议.
关键词:液体压强  大气压  自身重力  前概念  中考

  初中物理课本对于液体压强一节的讲解,均存

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以至于课本在液体压强和大

气压强两个部分出现了逻辑问题及自相矛盾,导致

学生先学的液体压强知识会形成错误的前概念,对
后面感受及理解大气压强形成干扰.同时,由于教材

的缺陷和不足,对广大师生形成了错误引导,甚至各

地中考题也出现了严重的理论错误! 笔者通过查阅

相关书籍和资料,明确了一般情况下液体压强与大

气压强的关系,理顺了液体压强与大气压的知识结

构,具体分析了课本中的缺陷和不足,并给出了适当

的修改建议.

1 各版本课本中的错误分析

1.1 理论基础

法国物理学家帕斯卡于1653年提出了著名的

帕斯卡定律,即“在不可压缩的静止流体中,任意一

点受到外力而产生压力增值后,那么此压力增值将

瞬时传至静止流体的各点”[1].沪科版对于帕斯卡定

律的描述为:加在密闭液体上的压强,能够大小不变

地被液体向各个方向传递[2].
我们生活在地球的大气层内,一般情况下,与空

气接触的液体表面承受着巨大的大气压,而根据帕

斯卡定律,液体会将这个压强向各个方向传递.
因此,存在大气压的情况下,液体的压强应当等

于液体由于自身重力而产生的压强(ρgh)和大气压

强(p0)之和,即p=ρgh+p0.
1.2 课本中液体压强理论的错误分析(以人教版

为例)

在液体的压强一节(见课本第34,35页),课本

演示实验中,用 U形管压强计探测液体压强.而由

于U形管的两管口,一个通过橡皮管连接着金属

盒,另一个直接与空气相通,如图1所示.如此,U形

管压强计探测到的只是液体压强与大气压的差值,

即液体由于重力而产生的那部分压强,而课本将其

等效为液体压强.

图1 U形管压强计

在对液体压强公式进行推导时,课本采用如下

方法:设想这里有一水平放置的“平面”S,平面以上

液柱对平面的压力等于液柱的重力,如图2所示.

图2 液柱模型

由此可推导出液面下深度为h处液体的压强为

p=ρgh
[3].可见课本在推导液体压强公式时,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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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液体由于重力而产生的那部分压强等效为液体压

强.
课本中的例题,在计算蛟龙号潜水器所处深度

海水压强时,未考虑大气压;课后习题最后一题计算

三峡大坝底部的水压时,也未考虑大气压.显然,这
两种情况下,液体表面是有大气压的,虽然大气压远

小于题中的水压,但课本选择直接“无视”,默认液体

压强就是液体由于重力而产生的那部分压强,显然

是存在问题的.

2 课本知识缺陷导致的后果

2.1 内容前后矛盾 加大学习难度不利于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

人教版课本中,在液体压强一节,完全忽略现实

中液面承受的大气压,错误地将液体由于重力而产

生的那部分压强等效为液体压强.然而在大气压强

一节,测量大气压数值的实验(见课本第40页)中,

课本又强调有大气压作用于液面,如图3所示.因为

有错误前概念干扰,加大了学生感受及理解大气压

的难度.

图3 托里拆利实验

沪科版课本中,在液体压强一节还介绍了帕斯

卡定律的内容,然而在大气压强内容介绍完之后,课

本仍未对前一节液体压强理论为何不考虑液面承受

的大气压做丝毫解释和说明.
其他版本的课本,亦或多或少存在此类缺陷.如

此前后知识逻辑不严密,甚至矛盾,不利于提升学生

科学思维等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2.2 各地中考题也被误导 出现了严重的理论错误

由于课本的误导,目前几乎所有的习题及各省

市中考题,对于液体压强的计算,其参考答案都没有

考虑液面承受的大气压.
【例题】(2018襄阳市中考理综40题)一个圆柱

形杯身的杯子,装12cm高的水密封后(杯子厚度忽

略不计)放在水平桌面上,如图4(a)所示.再将杯子

分别倒置在盛有水和某种液体的容器中,静止后杯

子内外液面高度差如图4(b)和图4(c)所示.(ρ水 =
1.0×103kg/m3,g取10N/kg)求:

(1)图4(a)中杯底受到水的压强.
(2)图4(c)中某种液体的密度.
(3)如果杯子自身质量为80g,求杯内水的质

量[4].

图4 襄阳中考理综40题图

第一问参考答案为:
(1)图4(a)中水对杯底的压强为

p=ρgh=1.0×103kg/m3×
10N/kg×0.12m=1200Pa

错误分析:一个标准大气压的数值为1.013×
105Pa,是题中由水重力而产生压强的80多倍,第一

问在题目并未明确说明杯子密封时剩余空间没有空

气的情况下(默认在有大气压的情况下),水对杯底

的压强应当为

p=ρgh+p0=1200Pa+
1.013×105Pa=1.025×105Pa

然而,答案却并未考虑大气压,直接将液体由于

重力而产生的那部分压强当做液体压强的全部,如
此本末倒置,严重违背事实,理论错误严重.

3 对课本的修改建议

由于各版本课本均把液体压强编排在大气压之

前,因此,笔者建议,课本液体压强一节,在推导液体

压强公式时,应当把液体的压强为p=ρgh 改为:液
体由于自身重力而产生的压强为p=ρgh.且设置信

息窗说明:很多情况下,液体内部的压强,其产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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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教材 注重初中学生理科阅读能力的培养

叶 庆

(建瓯市教师进修学校  福建 南平  353100)

(收稿日期:2018 11 21)

摘 要:中高考越来越重视对学生阅读能力的考查,阅读能力是每一名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必备能力.通过对理科阅读的思维机制及特点的分析,对如何利用教材这个重要的教学资源来提升学生的理科阅读

能力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探讨.

关键词:理科阅读  阅读能力  教材

  中高考越来越重视对学生阅读能力的考查,阅

读能力是每一名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必备能力,阅读能力教学是物理教学中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对学生进行理科阅读能力的培养,是

提高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教学生学会学习”的

一项重要举措,但在教学实际中却深感学生阅读能

力的欠缺,必须引起大家重视并进行研究和解决.

1 当前初中物理教学中阅读教学的现状

对初中物理教学而言,阅读能力就是读教材、读

题、审题、破题与书写表达的能力,在现实中却有很

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教学中轻教材重讲解现象较普遍

在理科教学中指导学生阅读课本,一直未受到

重视.教学中一般只着重 “讲”和“做”两个基本环

节,很少留时间和空间让学生阅读课本,然而,教师

的指导作用绝不限于这个方面,现在不少学生只习

惯于听课,而不习惯自己看书;习惯于上课记笔记,

不习惯自己课外做笔记;习惯于被动地回答教师提

出的问题,对教师产生了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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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教材这个重

因除了由于液体自身重力外,还有其他原因,在初中

阶段,液体压强,一般指的是液体由于自身重力而产

生的压强.
这样既不会出现前后不严密的错误,亦可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以后继续深入研究液体压

强.而且各种题目,亦可直接考察液体压强的计算而

不必担心液体压强一词的复杂性.

4 反思与思考

课本可以简化有关知识,但绝不可过度简化以

至错误.物理学是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课本作为学

生获取知识、教师传授知识的重要参考,通常被认为

是严谨与权威的象征,而关于液体压强的理论有如

此缺陷和不足,确实会误导广大师生,不利于培养学

生严谨的科学思维等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教师不应当把课本当成权威从而失去了思考和

质疑,只有敢于求真和质疑,并且教育学生去严谨地

思考并大胆质疑,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才能得到真

正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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