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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热容是初中物理授受难度最大的概念之一,多年来由于理解上的偏差造成许多教师在教学设计上思

路显得模糊,概念建立生硬晦涩,考查问题设置牵强,许多学生学习时囫囵吞枣.为走出这一概念教学与考查的误

区,建议厘清“吸”“容”之别,“授”“受”分清.
关键词:比热容 吸热能力 容热本领 “授”“受”分清

  比热容是物质的一种热学属性,因其比较抽象,

且与质量、温度的变化量、吸收或放出的热量等多个

变量有关,成为初中物理教学中“授”“受”难度最大

的概念之一.为突破此教学难点,课程标准明确提出

让学生“通过实验,了解比热容,尝试用比热容说明

简单的自然现象”,各种版本教材也力求通过对生活

现象的分析及实验探究“比较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

引入比热容这一概念,并通过一个完整的探究过程

引导学生建构比热容的概念,但这一教学设计本身

存在误区,将“吸热能力”与“容热本领”混为一谈,致
使教与学的思路都不够清晰,极易步入理解的误区.
于此将自己对这一概念教学的点滴看法及改进意见

写出与各位同仁商榷.

1 思路模糊 “授”“受”不清

  教材对比热容概念定义时涉及到了物质的“种
类”“质量”“升高的温度”和“吸收的热量”这4个物

理量,其中对“吸收的热量”因无法直接测量而采用

引导学生在实验中用相同的酒精灯(或其他热源)来
加热,通过比较加热时间长短来比较吸收热量的多

少,运用这种转换的思想本是科学可行的,但很多教

师在教学设计时却由此理想化地认为在相同时间

内,质量相等的水和沙子吸收的热量一样多,进而根

据沙子温度升高得多而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它们温度

升高的多少来判断物质的吸热本领强弱,并由此得

出水的吸热本领强这一结论,如此显得非常生硬与

牵强.实际教学中笔者发现学生们根据这一实验数

据往往得出与教师截然相反的错误结论:质量与初

温相同的水和沙子,用相同的酒精灯(热源)(图1)

加热相同时间,沙子的温度升高得多,由此得出沙子

的吸热能力比水强.而教师们的意图是通过这一实

验现象引导学生得出水的吸热能力强的结论,并解

释因为水的温度升高的低故其吸热本领强,理由是

温度升高的低的物质如果也升高到相同的温度,还
要继续加热,就说明它的吸热本领要强,进而引出为

了描述不同物质的这种性质引入了比热容这一概

念.如此教学与解释很难达成引导学生在实验结论

和比热容概念之间建立联系并理解其意义的目的,

其实就是教师自己也觉得如此解释显得很牵强,显
得“授”“受”不清.

既然设计实验的前提假设是认为用相同热源加

热相同时间吸收相等热量,那么将水和沙子加热相

同时间就意味着吸收的热量相等,类比速度定义可

以得出其单位时间吸收的热量相同,理应得出吸热

本领相同才对,只是二者吸热升温快慢不同而已.无
法就此得出水的吸热能力就强.设置此实验现象只

能解释为相同质量的水和沙子吸收相同热量,沙子

温度升高的快而已,并不能说明水的吸热能力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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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会出现如此理解的偏差呢? 究其原因根本就在于

将“容”热本领与“吸”热本领混淆所致.

图1 用酒精灯加热水和沙子

2 “授”“受”不清 模糊考查

  因比热容这一概念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相

关,且实验探究过程比较完整,非常利于对学生实验

探究能力、应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

多年来各地中考对此探究实验考查较多,但由于教

学设计的偏差,许多试题的问题设置也显得含混不

清,举例如下.
【例1】(百度一下便可发现近几年各类考试中

考查比热容较多的一个试题)小强同学是一个喜欢

思考的学生,他想不同种类物质的吸热能力是否会

不同呢? 于是他取了沙子和水这两种不同物质研究

它们吸热能力的差异.他设计了如图2(a)所示的实

验装置.使用的实验器材有两个酒精灯、两个金属

盒、温度计……在完成每一个实验步骤时要考虑很

多问题,下面是小强的实验步骤,请根据要求补充

完整.
(1)先测量    (选填“体积”或“质量”)相

同的水和沙子,所以实验时还需要的器材是  
  .

(2)在实验时只要控制    (选填“加热时

间”或“温度变化”,下同)相同就可以确定水和沙子

吸收了相同的热量;加热完成后只要比较它们  
  多少就可以比较出沙子和水吸热能力差异;若
在实验时发现,沙子温度升高的比水多,则吸热能力

较强的是    .
(3)根据小强得出的结论,结合图2(b)的信息,

此时是    (选填“中午”或“夜晚”).
参考答案:(1)质量,天平;(2)加热时间,升高的

温度(Δt),水;(3)中午.

图2 题图

上述试题考查设置的问题试图通过对两种相等

质量的不同物质加热相同时间、吸收相等热量升温

快慢的不同而要求学生们得出升温慢的物质吸热能

力强的结论,但能真正理解这一结论的学生少之又

少,大部分学生只是强记了教师教学中给予的结论

而已,如此便失去了通过实验考查学生分析与解决

问题能力的初衷,也削弱了通过实验考查促进实验

教学的导向作用,要想走出这一概念教学与考查的

误区,必须厘清“吸”“容”之别.

3 “吸”“容”有别 “授”“受”清晰

  实际教学与考查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偏差,其
根源就在于没有搞清“吸热能力”强弱与“容热本领”

大小的区别.“物质的吸热能力”实为物体吸收热量

的本领,与“物质的比热容”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

教材中把实验叫做“比较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极易

造成学生将二者等同起来,进而影响对比热容概念

的建构,而且教材将吸热能力强的物质说成比热容

就大,这本身就是教学上的一个误区.因为通过上述

实验探究我们能够得到的结论只是“质量相等的水

和煤油,吸收相同的热量,水的温度上升的比较少”,

由此仅能得出煤油吸热升温快,进而由此推理得出

要使质量相等的水和煤油升高相同的温度,需要对

水加热更长的时间,亦即水需要吸收的热量多,在此

基础上引导学生分析得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

下,水比沙子能够容纳更多的热,即不同的物质 “容
热本领”不同,为了描述物质的这种热学性质,找出

比较相同质量的不同物质升高相同温度需要吸收热

(下转第11页) 

—3—

2021年第11期              物理通报          物理教学新思想 新视角



式中 β=
v
c

同样由于多普勒效应,光源S接收到的光子频率为

νi= 1+β
1-β

ν′i=1+β1-β
ν0i

光子数和光速在S系和S′系中是不变量,但
“单位时间”在S系和S′系中有不同标准.若S系中

一个单位时间内发出n0i个光子,由于时间膨胀效

应,S′系中认为这个过程所经时间是S系中一个单

位时间的 1
1-β2

倍.故从S′系看来,在单位时间内

光源发出的光子数为

n′0i= 1-β2n0i
S′系中的观测者认为光源一面以速度v 朝自己

运动,一面不断发射光子,如图5所示,单位时间内

(S′系的时间)由S发出的光子一定处于图中的画斜

线的区域内,该区域中光子的总数为n′0i,它们在Δt′
时间内全部到达S′.

图5 在S′系中观察的情形

  由图可知Δt′=c-vc
,故在S′系中单位时间内

到达反射体的光子数为

n″0i=n′0i
Δt′=

c
c-v 1-β

2n0i=

1-β2
1-β

n0i= 1+β
1-β

n0i

S′系中单位时间内有同样多的光子被反射出去,对

S系中的观测者,反射体S′以速度v朝自己运动.同
理,单位时间内(S系中的时间)S 接收到的反射光

子数为

ni= 1+β
1-β

n″0i=1+β1-β
n0i

于是S接收到的光功率为

P=∑
i
(1+β
1-β

n0i)(1+β
1-β)hν0i=

(1+β
1-β)

2

∑
i
n0ihν0i=(1+β

1-β)
2

P0

显然,S系接收到的反射光的功率大于发射出

去的光功率.这是由于反射体受到光压作用,为维持

反射体的匀速运动,外力必须做功,此功转变为发射

光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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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多少(容热本领)的方法———吸收热量Q 除以

质量m,再除以升高的温度Δt,得到单位质量的某

种物质温度升高1℃所吸收的热量 Q
mΔt

,不同的物

质,这一比值一般不同,它能够反映出不同物质对热

(内能)的容纳本领,我们将这一比值叫做物质的比

热容,它反映的是物质的容热本领大小,而非吸热能

力强弱.
因此,笔者认为将课本“比较不同物质的吸热能

力”实验名称改为“探究物质的比热容”或说成“探究

不同物质的容热本领”更为恰当,既点明了实验目

的,又突出了比热容概念.进而由此引导学生对观察

到的实验现象“同质量、同初温的水和煤油,用相同

的酒精灯加热,煤油的温度升高得快”是因为煤油比

水的容热本领小,即煤油的比热容比水小,如此学生

学习就不会犯糊涂了.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再将其形

象地打个比方:两个容纳水(热)的容器,它们等高但

底面积不相等,若装入等质量的水,容积(容热本领)

小的,水位就升高(温度变化)得多;若两容器中水位

升高(温度变化)一样,容积(容热本领)大的容纳的

水(内能)就多,即其比热容就大,亦好比一个人的胸

怀,胸怀宽广的,能容纳的事情就多而不发火,心胸

狭窄的,一点小事就发火,比热容大的相同情况下能

够容纳更多的热量而温度却改变的小,比热容小的

容纳一点热量温度就升高很多.在此基础上引导学

生讨论分析得出沿海地区的气温变化没有内陆地区

明显,其根本原因在于沿海地区水多,而水的比热容

较大,在相同受热情况下,其容热本领较强,故温度

变化较小;汽车发动机里面用循环流动的水来进行

冷却也正是因为水的容热本领大,在同样条件下,它
可以吸收(容纳)更多的热(内能)循环带出散发,从
而起到更好的冷却效果等等,如此类比与演练,悄然

化解这一教学难点.
实践证明,厘清“吸”“容”之别,方能有效突破

“比热容”这一概念教学难点,准确表达,“授”“受”清
晰,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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