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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绕立德树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粤沪版“研究物体的浮沉条件”教学设计为例,浅探基于传

统文化的探究式教学设计方案,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物理学科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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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其中指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文化知识教育,构建中华文化

课程和教材体系[1].基于核心素养的新课标新课程

倡导学生进行基于体验、实践、合作与交流的探究式

学习.下面以粤沪版“研究物体的浮沉条件”教学设

计为例,探讨基于传统文化的探究式教学设计方案,

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物理学科教育提供

参考.

1 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物体的浮沉

条件是什么;二是物体的浮沉条件在技术上的应用.
这节课是在前面学习了浮力概念及阿基米德原理的

基础上展开的,并与前面的内容构成了完整的浮力

知识体系,本节知识将浮力、重力、力和运动的关系、

密度等知识紧密联系起来,是力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难度较大.另外,物体的浮沉条件能解释生活中的很

多现象,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有着广泛的应用.

2 学情分析

2.1 学生认知基础

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力学基础:物体受同一直

线上方向相反的二力作用、平衡状态与非平衡状态、

浮力、阿基米德原理等.
2.2 学生学习特征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初二学生虽

处于“形式运算”为主的阶段,但水平较低,可对周

围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急于表现,乐于探究,再加

上一学期多学习物理的经历,已初步具备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好奇问题面前会积极运用已有

经验或认知做出解释.

3 教学目标

基于课标、教材和学情分析,确定本节课的学科

核心素养目标如下.
物理观念:
(1)能根据二力平衡条件和力与运动的关系描

述物体的浮沉条件,初步形成平衡观念;
(2)能通过改变物体所受的重力或浮力的大

小,使物体在液体或气体中处于不同的浮沉状态,并
把其应用到生产、生活中.

科学思维:
(1)根据二力平衡条件和力与运动的关系推理

论证物体的浮沉条件;
(2)通过实验事实和生活实例,分析归纳改变

物体浮沉状态的方法;
(3)根据物体的浮沉条件,分析论证物体的浮

沉状态,并构建物体浮沉状态的认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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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
通过实验:盐水浮鸡蛋、橡皮泥船、自制潜水艇

模型、自制孔明灯、自制密度计、自制打捞铁牛的模

型等,探究物体在浮沉方面的工作原理,了解改变物

体浮沉状态的方法,增强实践体验.
科学态度与责任:
(1)通过对轮船、潜水艇、气球、飞艇的浮沉原

理的学习,体验科学、技术、社会的紧密联系;
(2)通过郑和下西洋时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大

的木船、孔明灯、舟浮牛出等优秀传统文化,感怀中

华民族对人类进步与发展的贡献,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

4 教学重点和难点

基于教学目标、学情确定本节课的重点难点为:
教学重点:能根据二力平衡条件和力与运动的

关系推理论证物体的浮沉条件,并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运用物体的浮沉条件解释生产、生活中的一

些现象,形成平衡的思想.
教学难点:应用受力分析、力和运动的关系以及

与浮力知识结合起来分析物体的浮沉问题,并构建

物体浮沉状态的认知模型.

5 设计思路

本节课基于优秀传统文化,采用学习共同体的

合作探究式学习.在教学设计中充分体现增强文化

自信、创设问题情境、渗透科学方法、注重实践应用、
培养创新能力这5个理念.首先让学生思考在不能

利用现代化机械、只有木舟的情况下打捞几万斤的

铁牛,接着教师介绍早在900多年前,我国宋朝的怀

丙和尚利用船的浮力打捞起几万斤的铁牛的事实,

让学生赞叹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增强文化自信心.
然后布置“设计一个简单打捞装置”的任务引入课

题.之后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地进行学

习,主要有4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认识浮沉现象;第

二个环节:研究物体的浮沉条件;第三个环节:运用

物体的浮沉条件解释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第四

个环节:探究改变物体浮沉状态的方法,了解浮力知

识在生产技术上的应用,尤其我国古代对浮力的利

用,让学生自主探究我国古代文化如独木舟和浮桥

的发明、郑和下西洋、曹冲称象、打捞铁牛等.不仅能

让学生体会人类利用浮力的漫长历程,更能使学生

感怀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贡献,增强民族

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6 教学资源

实验器材:水槽(用大饮料瓶制作有一定高度的

透明的水槽),橡皮泥,塑料吸管,铁块,两个气球(一

个吹好气的气球,一个装满水的气球),塑料注射器,

鸡蛋,小瓶子(每组的小瓶子里面装的水不同),细

线,食盐,孔明灯,塑料小桶,塑料袋等物品.课件,

多媒体设备,学案.

7 教学流程图

教学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物体的浮沉条件”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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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学过程

8.1 创设情境 引入新课

教师提问:现在有一个几万斤的铁牛落入水中,

没有现代化机械,只有木舟,你能设计一个打捞铁牛

的方案吗?

学生活动:思考、交流、评价.

教师活动:早在900多年前,我国宋朝的怀丙和

尚就利用船的浮力打捞起几万斤的铁牛[2],如图2

所示.

图2 打捞铁牛图

学生活动:赞叹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思考、交

流,“这是什么原理呢? ”

教师活动:大家学习了本节内容,依据我国古代

打捞铁牛的原理设计一个打捞装置.

设计意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设问题情境,

不仅激发学生好奇心,点燃学生学习热情,更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8.2 自主探究 合作学习

8.2.1 活动一:探究物体的浮沉条件

(1)学生自主探究,了解物体的浮沉现象

教师提问:你知道桌面上的物品在水中的浮沉

情况吗? 器材有水槽(用大饮料瓶制作有一定高度

的透明的水槽)、橡皮泥、塑料吸管、铁块、两个气球

(一个吹好气的气球,一个装满水的气球)、塑料注射

器、鸡蛋、小瓶子(每组的小瓶子里面装的水不同)

等.

学生活动:自主探究(猜想、寻找证据实验、解

释、交流、评价)物体在水中的沉浮情况.分析得出

物体在液体中的4种状态(上浮、漂浮、悬浮、下沉).

学生提问:物体在水中为什么有的上浮,有的下

沉,有的漂浮、悬浮呢?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的生活体验和亲自动手实

验让学生感性认识浮沉现象,并对物体在液体中的

浮沉原因产生浓厚兴趣.从而提出问题,引入下一环

节研究物体的浮沉条件.

(2)学生分析受力情况,推理论证浮沉条件

学生活动:基于学习共同体对4种状态进行受

力分析,根据二力平衡和力与运动的关系推理得出

物体的浮沉条件,并全班交流.

教师活动:适时启发引导,教师可引导学生,“物

体上浮、下沉是运动过程,物体受非平衡力作用.”

对学生进行思想点拨,物体上浮和下沉是由于物体

的浮力和重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如图3所示,从不平

衡到新平衡.

图3 研究物体浮沉条件的受力分析图

非平衡状态:

1)上浮F浮 >G物;

2)下沉F浮 <G物 .

平衡状态(F合 =0):

1)悬浮F浮 =G物;

2)漂浮F浮′=G物(新平衡);

3)沉底F浮″=G物(新平衡).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推理论证的科学思维,初步

形成学生的平衡思想.

教师提问:把相同体积的实心物体“泡沫”和

“铁块”浸没在水中,松手后,会有什么现象? 是怎

样判断的?

学生活动:练习巩固浮沉条件的知识,提升浮沉

条件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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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让学生运用数学工具进行推理论证,

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并从此题引出下一环节,分解

难点.

(3)科学推理:物体的密度与浮沉的关系

教师活动:依据上题,引导学生对浸没在液体中

的实心物体的浮沉作出判断.

学生活动:基于学习共同体根据物体密度与液

体密度间的关系,对浸没在液体中的实心物体的浮

沉作出判断.得到如下结论:

1)当ρ物 >ρ液 时,物体下沉;

2)当ρ物 <ρ液时,物体上浮直至漂浮在液面上;

3)当ρ物 =ρ液 时,物体悬浮.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现象中抽象归纳物理问

题的本质,并增强科学推理思维.

(4)学以致用,能力训练

学生活动:学生以学习共同体为单位列举生活

中的一些现象,并用物体浮沉原理解释.如把花生油

倒入水中,油漂在水上;把汤圆投入锅里先下沉,后

煮熟又在水面上漂浮;威士忌酒的调制.

教师活动:展示海上油污染图片,渗透环保理

念.

设计意图:在解释生活实例中形成学生的物理

观念,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8.2.2 活动二:探究浮沉条件在技术上的应用

(1)合作探究:探究改变物体浮沉条件的办法

教师提问:你能使“活动一”中的“上浮物体”下

沉,“下沉的物体”上浮吗? 并把实验过程和原理填

写到表1里进行交流展示.

表1 探究浮沉条件的实验过程和原理

实验 物品 实验过程(简要叙述方法) 原理(方法总结归类)

(1)使上浮的
物体下沉

塑料吸管

上浮的小瓶子

(2)使下沉的
物体上浮

橡皮泥

下沉的小瓶子

铁块

鸡蛋

  学生活动:利用实验器材自主合作探究,深刻

领悟铁制的轮船、密度计、潜水艇、浮筒打捞法、盐水

选种等的原理和浮沉条件在技术上的应用.并建立

对应的认知模型:如在塑料吸管下面粘橡皮泥是密

度计的模型;把铁块和气球绑在一起,使铁块浮起

来,和浮筒打捞法的原理异曲同工;把橡皮泥改变形

状浮在水面,是轮船的原理;把上浮的小瓶子变成下

沉,把下沉的小瓶子变成上浮,是潜水挺的原理(此

处可播放潜水艇工作的视频加深印象,引起震撼);

给水里加食盐,使鸡蛋浮起来,是通过改变液体密度

改变浮力的方法,配制一定浓度的溶液可用于选种、

选蛋等.

教师活动:进行方法点拨和思想引领.让学生明

白利用浮力的关键是调节重力和浮力的关系.

1)若保持浮力不变,可改变自身的重力,实现

沉浮(如浸没水中的潜水艇).

2)若保持重力不变,可改变浮力来实现沉浮

(改变物体排开液体或气体的体积,或改变液体的密

度)(如轮船、鱼泡等).

同时让学生认识到浮力的利用,就是打破旧平

衡,建立新平衡的过程.

设计意图:通过学习共同体自主探究,让学生在

交流展示中享受探究的收获,享受交流的快乐,这不

仅是课堂教学的收获,更是学生自主成长的收获.课

堂上能让学生人人参与,课堂的教学才有意义,才有

活力.加上教师的总结点拨,非常有利于学生形成平

衡的思想、提升科学思维,尤其发散、创新思维,科学

探究能力也不断增强,全面落实学生的核心素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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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2)实践应用:学习、交流浮沉条件在生产生活

中的应用

学生活动:自学交流气象探测气球、热气球等.

设计意图:继续加强学生自学习惯的培养,并强

化自学方法,提升其自学能力.

教师活动:展示孔明灯,让学生列举我国古代对

浮力的应用,并说出其中的原理.

学生活动:查阅资料、交流讨论、列举我国古代

对浮力的应用.如独木舟和浮桥的发明、郑和下西

洋、曹冲称象、舟浮牛出等[3].并以学习共同体为单

位讲解其中的奥妙.

教师活动:请学生讲孔明灯和舟浮牛出的故事,

并组织学生设计孔明灯、打捞装置.

学生活动:利用桌面器材设计孔明灯和打捞装

置.并当场放飞孔明灯.

设计意图:生动的实验情景不仅将课堂教学推

向高潮,更能引起学生的感触.让学生举例我国古代

对浮力的应用,不仅能让学生体会人类利用浮力的

漫长历程,更能使学生感怀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和

发展的贡献,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8.3 归纳总结 课时测评

教师活动:让学生闭上眼睛想想今天学习的内

容和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尤其是思维方法,写

在学案上.

学生活动:完成学案的课堂小结.

教师提问:关于这节课,你还有什么疑惑?

学生活动:以学习共同体为单位交流自己的疑

惑并解答,完善课堂小结,然后独立完成测评题目,

再以学习共同体为单位学会错题,并请同学把错误

多的题目进行全班交流,建构认知模型.

8.4 动手动脑 实践作业

自制一个潜水艇模型.

9 教学反思

本节课在教学中充分体现了增强文化自信、创

设问题情境、渗透科学方法、注重实践应用、培养创

新能力的新课程新理念.首先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学生进行实验方案设计,亲身体验探究过程,真

正做到让学生“活”和“动”起来,同时在教学中结合

了多媒体动态课件,使思维可视化,对学生的学习进

行引导,以降低难度.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还注意让

学生弄清物理知识的来龙去脉,发掘学生学习物理

的潜能,重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这样不仅

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又能提高学生发现、解

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由于物体的沉浮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技

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本节课从古代打捞几万斤的铁

牛的现实场景走进物理学习,又从物理学习走向社

会应用,尤其我国古代人民对浮力的应用,这不仅体

现了物理与生活、社会的密切联系,让学生感悟意识

到物理知识的价值,还能增强文化自信心,激发爱国

主义情感.

10 结束语

初中物理教学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文化知识教育.这

种基于优秀传统文化,采用学习共同体的合作探究

式学习,充分落实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增强了学

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基于传统文化

的探究式教学设计方案,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初中物理学科教育提供了参考,也为后续构建中

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打下了基础、推广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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