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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基米德原理是流体静力学的基础,此设计中利用情境设置激发学生探究欲望、引出实验探究.在实

验探究过程中突出学生对实验步骤的设计及顺序的前后安排,突出学生对实验数据记录表格的设计,强化实验探

究主体,提升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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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

阿基米德原理属于物理课程标准的第二个主题

“运动和相互作用”,是该主题下的二级主题“机械运

动和力”中的部分内容.教材安排在学生学习了什

么是浮力、弹簧测力计法测浮力、浮力的产生原因等

知识之后,为阿基米德原理的学习做好了知识铺垫.
阿基米德原理是求浮力大小的重要方法,是解决浮

力有关问题的主要途径.通过对阿基米德原理的探

究学习使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提升学生的探

究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也为进

一步学习浮力知识打下基础.

2 设计目的

通过阿基米德原理的探究学习,得出并理解阿

基米德原理,进一步熟悉弹簧测力计法测量浮力.通

过学生对实验步骤的设计和数据记录表格的制定,

促进学生探究能力的提升.

3 实验器材

每组器材:溢水杯、接水小桶、弹簧测力计、固体

(密度大于水、可用挂钩钩住)、烧杯、水若干.

4 课堂主要活动的设计及分析

活动1:设置情境,引出猜想.
活动内容:教师展示一装水的塑料袋浸没在水

中静止,并提问:这袋水都受到什么力? 学生观察分

析得出:这袋水现在受到重力和浮力,并且浮力等于

重力.教师提问:如果把这袋水换成固体,所受浮力

大小和固体自身重力大小还相等吗? 学生进行猜

想:不一定,固体所受浮力等于和其同体积的水所受

的重力.
设计意图:设置情境引起学生注意,引出阿基米

德原理的实验探究.忽略塑料袋重力的情况下,学生

根据二力平衡知识,分析得出袋里的水所受浮力和

重力大小相等.把袋中的水换成固体后,学生会根据

浮力的产生原因猜想得出:浸没在水中的固体所受

浮力等于和固体同体积的水所受的重力,把固体所

受浮力和排开的水所受重力联系在一起,顺利引出

实验探究的开展.
活动2:设计实验步骤、制定计划.
活动内容:教师提问:对于浸没在水中的固体,

如何测量其所受浮力? 如何测量和其同体积的水的

重力?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交流,得出答案: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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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测力计法测量其所受浮力.关于如何测量和其同

体积的水的重力,学生提出多种方法,教师介绍溢水

杯及其使用方法后,学生会想到并提出使用排水法

可取得和固体同体积的水并测量其重力.教师提问:

这些需要测量的实验步骤有前后顺序吗? 学生再次

讨论交流并分析得出测量步骤的先后顺序.
设计意图:在制定实验步骤计划中强化实验探

究主体,提升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在解决如何测量浮

力时,学生比较容易想到在前面刚刚学到的弹簧测

力计法.如何测量固体排开的水所受的重力是这个

实验的关键,教师在此时介绍溢水杯,学生会比较容

易联想到用排水法取得和固体同体积的水,把固体

排开的这部分水单独分离出来,再测量这部分水的

重力就变得很容易,突破这个实验的难点.探究过程

中需要测量的量有4个:固体重力G,固体浸没在水

中时弹簧测力计示数F液、空桶重力G桶、溢出的水

和桶的总重G水+桶,以方便实验操作和减小误差为目

的让学生安排这4个量测量的先后顺序,学生分析

后会得出:先测空桶重力G桶,再测溢出的水和桶的

总重G水+桶 会减小实验误差;先测空桶重力G桶、再

测固体重力G 会方便实验操作.
活动3:进行实验、记录数据.
活动内容:学生进行实验、记录实验数据.教师

巡视.教师提问:同学们如何记录实验数据? 引导学

生可以自己设计记录数据的表格,也可参照教师给

出的空白表格,鼓励学生自己动脑动手.
设计意图:在数据记录的过程中,突出学生对表

格的设计,强化实验探究主体,提升学生探究能力.
实验探究中需要记录的量有4个,需要计算出的量

有两个,学生可参考教师给出的空白表格,也可以在

教师鼓励下自己重新制定,使学生在制定表格的过

程中提升收集记录数据的能力.
活动4: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活动内容: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实验数据,在一定

的误差范围内引导学生得出结论:浸没在水中的固

体受到竖直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的

水受到的重力.
设计意图:提升学生分析和概括总结的能力.实

验数据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教师引导学生正视误差

的存在,尊重事实,从现在就告诉学生,切不可弄虚

做假,提升学生科学处理数据的能力.
活动5:归纳交流、总结提升.
活动内容:教师补充演示实验:部分浸入水中的

固体受到竖直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

的水受到的重力,并补充实验说明:浸在其他液体中

的固体受到竖直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它排

开的液体受到的重力.教师引导学生将实验内容与

教师补充的内容结合起来,归纳得出阿基米德原理

的内容: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竖直向上的浮力,浮

力的大小等于它排开的液体受到的重力.师生共同

交流实验注意事项.
设计意图:补充实验,使结论具有普遍性;提升

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使学生经历归

纳总结得出结论的过程;交流分析实验中产生误差

的环节、归纳实验操作步骤中的注意事项 ——— 使学

生经历反思的过程.

5 总结

科学探究分为7个环节,本设计中阿基米德原

理的实验探究突出的是实验步骤的制定和数据记录

表格的设计,这两个环节在探究的过程中,强化学生

的主体作用,让学生体验到实验探究步骤和数据的

收集是按照自己的思考而制定的,这样使学生对探

究活动更感兴趣、有很好的成就感,增强学生探究的

欲望,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除此之外学生还经历动

手操作、分析数据、评估交流的过程.这个探究过程

本身比结果更重要,既培养了学生从物理的视角看

问题、用物理知识解释有关现象、解决有关问题的能

力,凸显物理学科的育人功能,又培养了学生提出创

造性见解的能力,推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

需要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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