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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物理实际教学中的一些实验,看起来操作简单,其实还会存在一些不足,影响实验效果.本文主要

以人教版中浮力这一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教参中几个传统浮力实验的不足,并有针对性地改进,改进后的实验在

教学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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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根据初中生好奇

心强、认知能力有限的特点,积极开展物理实验教

学,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又能加深学生

对物理知识的理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可以培养

学生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以及终身学习和

创新的意识,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1].
随着现代教学的发展,一些传统实验已经无法

满足现代的教学,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对传统的实验

进行创新改进,使改进后的实验现象更直观、更科

学,能提高教学效率,能轻松突破重难点.通过对近

几年浮力实验教学的研究,我们对浮力的几个实验

进行了改进.

1 探究浮力方向的实验改进

1.1 传统实验的分析

教参中给出的传统实验,如图1所示.

图1 探究浮力方向的传统实验

通过将瓶子倾斜一个角度,学生观察到拉乒乓

球的绳子和铅垂线的方向一致,得出浮力的方向是

竖直向上的.此实验不足之处在于瓶子的角度只倾

斜了一组,实验结论不具有普遍性,实验教学中一些

教师直接用手调节瓶子的倾斜角度,瓶中水晃动会

带动乒乓球晃动,学生不易观察.
1.2 实验的改进与创新

为了克服实验中存在的不足,笔者对此实验进

行了改进,如图2所示,笔者将瓶子放在斜面上,用
升降台来调节斜面的倾角,学生观察到拉乒乓球的

线和铅垂线重合或平行,引导学生得出浮力的方向

是竖直向上的.改进后的实验操作稳定,现象更明

显,易于学生观察.

图2 探究浮力方向的改进实验

2 探究浮力产生原因的实验改进

2.1 传统实验的分析

教参中给出的传统实验是用一个去底的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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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和一个乒乒球进行实验引导,如图3所示,此教具

取材方便、趣味性高,被广大初中物理教师运用在实

际教学中,但笔者在实践教学中发现,此实验教具存

在以下两点不足:

(1)瓶颈口太短,乒乓球上浮太快,学生不易观

察到水是否接触到乒乓球下端.
(2)瓶颈口中有空气会让乒乒球下端没有接触

到水面时就提前上浮.

图3 探究浮力产生原因的传统实验

2.2 实验的创新与改进

因此笔者在原有器材上对此实验进行了改进,

如图4所示.此改进教具的优点有:

(1)下端增加一段塑料管,可以增加下端水面

上升时间,使实验现象更容易观察;

(2)增加一个饮料吸管可以排出乒乓球下端空

气,避免因空气原因使乒乓球提前上浮.
为使得实验现象更明显,可在水中加点红墨水,

易于观察.改进后的实验取材简单,现象更明显,科

学性更高.

图4 探究浮力产生原因的改进实验

3 探究浮力大小与液体密度有关的引入实验改进

3.1 原引入实验

教参中给出的传统实验是用一个鸡蛋放入水

中,缓慢加入食盐并搅拌,最后鸡蛋浮起来了,引导

学生猜想浮力的大小可能与液体的密度有关,液体

的密度越大,浮力越大.但此实验存在的不足是:

(1)鸡蛋颜色比较浅,学生不易观察;

(2)鸡蛋上浮时间比较慢;

(3)只用一个鸡蛋,实验现象不具有普遍性.

3.2 实验改进与创新

为了克服此实验中存在的不足,笔者用几个鹌

鹑蛋来代替传统实验中的一个鸡蛋,其好处有:

(1)鹌鹑蛋的颜色比鸡蛋深,便于学生观察;

(2)相同的盐水密度下,鹌鹑蛋先浮起来,如图

5所示,可以节约教学时间;

(3)多个鹌鹑蛋使实验现象更具有普遍性.

图5 鹌鹑蛋与浮力

4 探究浮力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的实验改进

4.1 传统实验的分析

人教版教材中通过石块浸入水中的深度不同,

浮力不变,让学生得出浮力的大小与物体浸入液体

中的深度无关的结论,接着通过长圆柱体来探究浮

力的大小与物体浸入液体中的体积有关,如图6所

示,最后将物体分别放入不同的液体中来探究浮力

大小与液体密度的关系[2].

但笔者在实践教学中发现按教材中这种设计进

行教学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手持弹簧测力计和物块,浸入水中的过程

中引起水的晃动,会造成弹簧测力计读数不稳定.
(2)学生会认为长圆柱体不仅浸入的体积变大

了,而且浸入的深度也在增加,学生会认为物体在没

有全部浸入液体中时,浮力的大小与深度有关,造成

学生概念混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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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个过程中要换器材,测的数据比较多,操

作比较麻烦.

图6 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实验

4.2 实验改进与创新

因此笔者对此实验进行了改进,如图7所示,将

弹簧测力计固定在铁架台上,用两个装沙子的乒乒

球间隔相连来代替长圆柱体,用连通器代替烧杯,可

以减少水与物体接触引起的晃动.

图7 探究浮力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的改进实验

具体操作如下:

(1)探究浮力的大小与浸没体积的关系.在连

通器的一端缓慢加水,当水缓慢没过第一个乒乓球

的过程中,弹簧测力计的示数逐渐减小,浮力逐渐增

大;继续加水,在水面到达第二个乒乓球之前,弹簧

测力计示数不变,浮力不变,说明浮力的大小与物体

浸入液体的深度无关,与物体浸入液体的体积有关;

继续缓慢加水,使水面缓慢没过第二个乒乓球,该过

程中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又缓慢减小,当全部浸没,再

缓慢加水,示数不变,再次可以说明浮力大小与物体

浸入液体的深度无关,浮力大小与浸入液体中的体

积有关,浸入的体积越大,浮力越大.
(2)探究浮力的大小与液体密度的关系.教师

用记号笔标记指针位置,在连通器的一端加盐并搅

拌,待盐全部融化,再次标记指针位置,学生观察到

测力计示数减小,说明浮力增大,浮力的大小与液体

的密度有关,液体的密度越大,浮力越大.
改进后的实验优点有:

(1)改进后的教具操作简单,现象明显,可以作

为教师演示实验,实验时在水里加几滴红墨水,可以

使实验现象更加明显.取材方便,也可以作为学生分

组实验.
(2)整个过程连续进行,无需换器材.
(3)此实验教具还可以演示称重法测浮力,实

现一器多用.
实物图如图8所示.

图8 探究浮力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的实物图

本文中几个有关浮力的改进实验,取材方便、操
作简单、现象更加明显、趣味性高,并且运用在实际

教学中可以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能够更好

地辅助教学,轻松突破重难点,达到教学目标.因此

我们在物理教学中应不局限于教材中的实验,充分

利用生活中的器材,改进和设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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