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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STEM理念,以“家用吸尘器的工作原理”为教学线索展开综合实践活动教学.创设项目式的教学

情境,让学生感受科学知识和技术工程的整合;引导学生制作简易的“吸尘器”,为学生构建一个自主的探究课堂,提

高学生创新意识和设计方案、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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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年来课程的改革,教育越来越关注科

学、技术及工程之间的关系,STEM教育理念强调在

分散的学科内容之间找到融合的平衡点,整合形成

有机整体[1].物理作为一门与技术工程息息相关的

学科,在教学时应充分挖掘物理知识中的STEM 元

素,培养学生的STEM 素养,合理融合科学知识和

工程技术,进而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一个平衡的有

机整体.
初中物理“大气压强”小节的课标要求是“知道

大气压强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2],高中物理课标

中更提出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但受到

“应试教育”的桎梏,教学往往只重视科学知识和数

学,而忽视技术与工程的教育,从而导致学生缺乏创

新实践能力.
综上所述,以人教版初中物理八年级下册第九

章第三节中的“大气压强的应用”为例,采取项目化

的学习方式围绕“家用吸尘器”展开实践活动教学,
体现STEM教育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

1 设计思路

1.1 流程图

“家用吸尘器”实践活动流程图如图1所示.
图1 “家用吸尘器”教学活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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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学引入 创设教学情境

活动1:新课引入,引发讨论

播放视频“大气压强的应用”;抛出问题:“同学

们还知道有什么应用大气压强的例子? ”引导学生

举例并讨论,解释各例子应用大气压强的具体原理

与过程.
设计意图:采用多媒体和问题式引入,在激发学

生兴趣的同时加深学生对上节课所学大气压强相关

知识的理解,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大气压强在技术中

的应用,初步理解各个例子应用大气压强的原理,为

接下来的教学做铺垫.
活动2:展示吸尘器,切入教学主题

展示家用吸尘器及其使用过程,让学生思考与

讨论家用吸尘器如何利用大气压强.
设计意图:设置问题,层层递进,让学生知道家

用吸尘器利用了大气压强.引出对“家用吸尘器”这

一常见电器工作原理的讲解,在科学与技术的融合

中体现STEM的教学理念,使其符合“从生活走向

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教学理念.

1.3 深入探讨 掌握原理

活动1:探究吸尘器的内部结构

带领学生拆分吸尘器,并结合吸尘器内部结构

示意图对各个零件做详细介绍,拆分的零件分布及

名称如图2所示.

图2 吸尘器拆分零件图

吸尘器组成零件:电机,风扇叶片,底部圆筒,风

扇叶片和底部圆筒之间的过滤网,桶身上端排气口,

连接软管,进气口.简化结构图如图3所示.
设计意图:给学生生动直观的视觉体验,向学生

传递遇事亲身探究的学习理念,同时为下一步解释

工作原理以及制作简易“吸尘器”奠定基础.

图3 吸尘器简化内部结构图

活动2:探究零件作用

提问:“吸尘器顶部的排气口和内部的风扇叶片

有何作用? ”引导学生们思考与讨论.接通电源,展
示吸尘器吸走地上纸屑的过程,同时将一张纸巾覆

盖在排气口的位置,让学生近距离观察与感受.
活动现象:有“风”从排气口吹出,并且排气口

的纸巾被“吹飞”了.
设计意图:利用纸巾将排气口的“风”可视化,

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观察到排气口“排气”的现

象,并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出之后探究“风”从何而来

的活动.
活动3:探究“风”从何而来

引导学生进行分组实验,打开小风扇电源开关,

将纸巾分别放于风扇前面和后面,观察前后的现象

差别.
实验现象:纸巾在风扇前方时被吹飞;纸巾在风

扇后方时被吸附在风扇上,如图4所示.

图4 实验现象

解释:风扇正面“吹风”反面“吸气”,吸尘器内

部位于风扇叶片的反面,所以排气口排出的“风”是

风扇叶片从吸尘器里“吸”出的空气.所以风扇叶片

的作用是吸出吸尘器内部的空气.
设计意图:通过一系列追问与循序渐进地引导,

以风扇叶片和排气口的作用为切入点,一方面引导

学生从气压的知识层面思考问题,一方面纠正学生

对风扇叶片只能“吹”的刻板印象,并让学生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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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中感受风扇叶片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作用.
活动4:设置问题,解释原理

通过前面教学活动的铺垫,对吸尘器利用大气

压强的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以下问题引导学生

思考:

问题1:在吸尘器工作前,吸尘器内部和外界连

通,吸尘器内部的气压等不等于外界大气压?

预设回答:等于.
问题2:吸尘器内部的空气被“吸”走后,内部气

压会怎样变化?

预设回答:内部气压会降低.
问题3:此时吸尘器内部气压是不是就小于外

界大气压了? 根据上节课我们对大气压强的学习,

然后会发生什么现象?

预设回答:吸尘器内部气压小于外界大气压,外
界大气压就会把外界的空气压入吸尘器内部.

原理解释:吸尘器内部风扇叶片在电机转动的

带动下进行高速旋转,从而将吸尘器内部的空气吸

出随即从顶部的排气口排出.吸尘器内部空气被吸

出后,内部的气压降低,从而远远小于外界的大气

压,于是外界大气压就将带有灰尘的空气压入吸尘

器内部,灰尘、纸屑等也就被吸入了吸尘器.
设计意图:通过不断向学生提问的方式引导学

生回忆上节课所学的大气压强的知识并与吸尘器原

理相联系,然后再逐步梳理家用吸尘器的工作原理,

让学生感知所学习的科学知识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

应用,切实感受吸尘器工作的整个过程,体验科学知

识与技术工程的融合过程.
活动5:设置提问,承前启后

问题1:吸尘器内部一边被大气压强压入新的

空气一边又被风扇叶片吸出,空气是流通的,为什么

从进气口吸入的灰尘、纸屑等不会从排气口排出?

预设回答:是风扇与底部圆筒间的过滤网起到

了过滤作用,当纸屑随着空气从圆筒底部上升至过

滤网时,就会被过滤网“拦住”留在底部,所以不会

从排气口排出.
问题2:风扇叶片高速旋转为何能“吸出”吸尘

器内部的空气?

教师:预习下一节内容,并将此问题作为课后作

业让学生思考并尝试解决.
设计意图:强调过滤网的作用,一方面为进行制

作简易“吸尘器”的探究活动做准备,另一方面培养

了学生对待科学认真负责的态度,让学生意识到做

研究应细致严谨.提问风扇叶片高速旋转为何能“吸
出”吸尘器内部的空气,作用是承前启后,为下节

“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的学习埋下种子.
1.4 拓展延伸 科学探究

探究实践活动:制作简易“吸尘器”
(1)准备制作材料

空塑料瓶1个,长木条,电池,电池容器开关,小
型电机和小型风扇叶片,纱布,胶布,双面胶若干.详
情如图5所示.

图5 制作材料

(2)引导学生类比本堂课所学的家用吸尘器工

作原理的知识,分组讨论设计方案并进行制作简易

“吸尘器”的科学探究活动,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将风扇叶片安装在电机的转轴上,电池

串联放入电池开关装置,并将两者连接用双面胶粘

在长木板上,如图6所示.

图6 电池连接制作

步骤2:将塑料瓶一分为二,再如图7所示剪开.

图7 塑料瓶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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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将所得的后半截瓶身用纱布包裹住一

端并用胶布固定,再把瓶身与瓶口粘在一起,如图8
所示.

(a)

(b)

图8 固定纱布过程

步骤4:最后将瓶身与木板粘在一起,一个简易

的“吸尘器”就做好了,如图9所示.

图9 简易吸尘器

注意:在进行探究活动时,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教

师做相应的引导和解释,并给足学生讨论思考的时

间和空间,切忌机械地按步骤进行操作.
设计意图:在完成家用吸尘器工作原理的讲解

后再进行此拓展探究,在检验本堂课教学效果的同

时,再次加强科学知识和生活技术的整合,培养学生

积极动脑思考、动手探究的能力.

2 结束语

STEM教育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一条有效途

径[3],所以本设计基于STEM教育理念,围绕“家用

吸尘器”展开“大气压强应用”的教学实践活动.整

合科学知识和技术工程,让学生充分体验科学知识

与生活技术的紧密联系,鼓励学生敢于探究和创新,

创设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将在物理教学中提升学

生的物理核心素养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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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ntheProjectTypeInquiryActivityinHigh
SchoolPhysicsBasedonSTEMConcept

———Taking“theWorkingPrincipleofHouseholdCleaners”asanExample

XUBingyan YANGXiaomei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ElectricalEngineering,Ningxia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 750021)

Abstract:basedontheconceptofSTEM,with“householdvacuumcleanerworks”fortheteachingcarriedout

comprehensivepracticeteaching.Establishtheprojecttypeteaching.Createtheteachingsituationoftheproject

type,letsthestudentfeeltheintegra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andtechnologyproject;Createasimple“vacuum

cleaner”,guidestudentstobuildaforstudents.

Keywords:STEMconcept;projecttype;inquiryactivity;theapplicationofatmospheric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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