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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蒸发”为教学内容,围绕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开展教学设计,通过构建有趣的探究活动和交流讨论

的教学情境,做到在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注重培养学生

美好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注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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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能够适应终身

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物理

学科 的 核 心 素 养 主 要 包 括“物 理 观 念”“科 学 思

维”“科学探究”和“科学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一个

良好的教学设计必须以科学的教学理论为指导,以
促进全体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目标,以获得最

有效的教学方案为目的.在“蒸发”的教学设计中,

我们通过构建学生感兴趣的实验探究和有趣的交流

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既让学生掌握“蒸发”

的物理知识,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又能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从而培养和提升学

生的核心素养.

2 教学设计

“蒸发”是在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汽化现象,它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教学设计

中,我们设计了一系列探究活动,引导学生在学习

“蒸发”知识的同时,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

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感受到物理知识的

实用性和物理学习的趣味性,从而培养和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
2.1 情景体验 引入新课知识

师生活动:教师邀请一名学生用棉花蘸酒精在

黑板上写出“我爱祖国”4个大字,提醒全班学生观

察字迹的变化.要求全班学生思考并讨论:该同学在

黑板上写的字为什么很快就消失了呢?

教师提醒学生要让“我爱祖国”这4个大字从黑

板进入他们的脑海,融入他们的心中,伴随着他们生

活一辈子.同时,教师引导学生总结提炼、引出新课

内容 ———“蒸发”的概念:蒸发是在液体表面发生的

一种汽化现象.
设计意图:设计有趣的教学情境,集中学生学习

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对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熏陶.
2.2 交流研讨 总结蒸发特点

教师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每组4~
6人,分小组进行交流讨论和科学探究.

学生研讨:
(1)无论在温度低的冬天,还是在温度高的夏

天,室外的湿衣服都能够晾干,为什么?
(2)列举你见过的蒸发现象,从中概括出蒸发

的共同特点,并将你的结论在同学中交流,通过修改

得到蒸发的共同特点.
师生互动:教师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同学们交流

讨论的结论,得出“蒸发的特点”是:
(1)“蒸发”在任何温度下都能发生.
(2)“蒸发”只在液体表面发生.
(3)“蒸发”是一种缓慢的汽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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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利用与新知识有关的生活问题激发

学生思维,引导学生经历“从生活走向物理”的过

程,感受到物理知识来源于生活;同时,构建交流研

讨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的交流表达能力和热爱集

体生活的情感.
2.3 科学探究 寻找蒸发规律

实验探究一:蒸发是否要吸热和是否具有制冷

效应

学生体验:学生模仿在医院打针前护士在手上

擦拭酒精的动作,互相在手背上擦拭酒精,组织学生

体验酒精在蒸发过程中的感觉,然后交流感受并思

考其中的原因.
实验探究:(1)学生提出猜想:蒸发是一个吸热

降温的过程.
(2)学生设计并进行验证性实验:学生在学习

小组内集体研讨,设计和修改验证性实验方案,教师

给学生提供需要的实验器材,如温度计、酒精瓶、棉
球等,学生分小组用实验器材开展验证性实验.

(3)学生在小组内展示:首先用温度计测出室

温t0,然后用蘸有酒精的小棉球包住温度计的玻璃

泡,让棉球上的酒精在室内蒸发,同时观察温度计的

示数变化.
(4)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在手背上擦拭酒精会

感觉到凉,是因为酒精蒸发要从周围环境或者物体

吸收热量,从而降低周围环境或者物体的温度;被酒

精棉球包裹的温度计,其示数不断降低进一步定量

地说明了酒精蒸发是个吸热过程,并具有制冷作用.
即液体蒸发要吸热且具有制冷效应.

设计意图:让学生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培
养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和热爱集体生活的情感.

学生讨论:(1)在炎热的环境中洒一些水,为什

么会感到凉爽? (2)为什么人们游泳上岸后会比在

岸上的其他人感觉更冷? (3)为什么淋雨后不及时

换衣服会很容易感冒?

设计意图:利用“液体蒸发要吸热且具有制冷效

应”这一规律,帮助学生理解生活中常见相关现象

的本质,让学生体验到“从物理走向社会”的有用

性;通过对“淋雨后不及时换衣服会很容易感冒”的

研讨,增强学生自觉保护身体的意识.
实验探究二:寻找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

教师提问:教师向学生展示一块折叠的湿毛巾,

向学生提问:根据你们的生活经历,怎样让这块湿毛

巾干得更快呢?

学生交流:学生思考并与同学交流得出自己的

想法:放在火炉旁烤、在太阳底下晒、摊开、用电风扇

吹、用电吹风吹 ……

学生总结:教师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得出影响蒸

发快慢的因素可能有:液体温度的高低、液体表面积

的大小、液体表面空气流动的快慢和液体的种类.
设计意图:让学生从生活经验中寻找答案,体验

到物理就在自己的身边,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概括能力.
学生探究:教师组织学生分小组探究,每个小组

就以下3个因素中的一个进行实验设计和科学探

究,探究它对蒸发快慢的影响:“液体温度的高

低”“液体表面积的大小”和“液体表面空气流动的

快慢”.各小组在实验探究的过程中,教师巡回指导;

实验结束后,每组派代表展示实验过程,汇报实验结

果.给每组提供的实验器材有:玻璃片、蜡烛、打火

机、水、酒精、滴管、镊子、小型风扇等.要求按照控制

变量法,经过组内交流讨论,合作设计简单的实验探

究方案,并在探究的过程中完成以下信息记录:
(1)探究的问题是 ;
(2)猜想与假设的内容是 ;
(3)实验验证:所用实验器材有 ;

实验 方 案 是 ;观 察 到 的 现 象 是

;实验得到的结论是 .
学生活动1:探究“液体温度的高低”对蒸发快

慢的影响

用滴管在A,B两块玻璃片上同时各滴上一滴

质量相等的水,将玻璃片A放置在桌面上,用镊子

夹住玻璃片B在点燃的蜡烛上加热,即仅仅升高水

滴的温度,观察玻璃片 A,B上的水滴蒸发的快慢,

并记录玻璃片A,B上水滴完全蒸发需要的时间t1
和t2,根据t1 和t2 的相对大小确定“液体温度的高

低”对蒸发快慢的影响.
学生活动2:探究“液体表面积的大小”对蒸发

快慢的影响

用滴管在A,B两块玻璃片上同时各滴上一滴

质量相等的酒精,用玻璃片C将玻璃片B上的酒精

均匀刮开,即仅仅增大液体的表面积,玻璃片 A上

的酒精不做任何处理,观察玻璃片A,B上的酒精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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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得快慢,并记录玻璃片A,B上的酒精完全蒸发需

要的时间t3和t4,根据t3和t4的相对大小判定“液体

表面积的大小”对蒸发快慢的影响.
学生活动3:探究“液体表面空气流动的快慢”

对蒸发快慢的影响

用滴管在A,B两块玻璃片上同时各滴上一滴

质量相等的水,将玻璃片A静置在桌面上,用小型

电风扇向玻璃片B上的水滴匀速吹风,即仅仅增大

液体表面空气流动的速度,观察A,B玻璃片上水滴

的变化情况,并记录A,B玻璃片上的水滴完全蒸发

需要的时间t5和t6,根据t5和t6的相对大小判定“液
体表面空气流动的快慢”对蒸发快慢的影响.

师生互动:教师指导各组讨论和汇总实验结果,

并由学生代表向全班报告:液体的温度越高、液体的

表面积越大、液体表面的气流越快,液体蒸发越快.
设计意图:利用设计实验,让学生学会运用控制

变量法;利用科学探究,让学生经历与同学合作探究

的过程,逐步养成尊重客观事实的心理品质,并在与

同组同学合作与交流中提升自我,培养学生团结合

作的思想品德.
学生交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需要液体蒸

发得更快,有时需要液体蒸发得更慢.请同学们回想

与交流:你看到哪些加强(或者减弱)蒸发的实例?

它们分别是怎样加强(或者减弱)蒸发的?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善于观察生活的习惯、发散

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2.4 利用实例 研讨蒸发应用

学生讨论1:为什么完整的水果可以保鲜数天

以上,而切成薄片后很快就会变干?

答案:水果切成薄片后增大了蒸发面积,加速水

果里的水分蒸发.
学生讨论2:商场里保洁员在拖过地板后,常用

电扇对着地面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拖过的地板有残留的水渍,容易使行人滑

倒,用电扇吹地面加速液体表面空气流动的速度,使
地面上的水渍加速蒸发.

学生讨论3:(1)在炎热的夏天里,为什么环卫

工人要在路面上洒水?

答案:因为蒸发可以吸热,洒水在路面上可以降

低路面温度.
(2)如果遇到发烧无法及时就医的情况,除了

吃药,还可以通过哪些辅助手段帮助退烧?

答案:可以用湿毛巾或冰袋敷在额头上辅助退

烧.
设计意图:利用生活实例创造教学情境,使物理

教学与学生的生活结合起来,既培养学生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让学生觉得物理知识有

趣又有用;通过讨论物理退烧的方法,还可以培养学

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2.5 拓展视野 培养核心素养

教师介绍:教师利用图片,如图1所示,介绍在

农业上常用的多种浇灌技术,如漫灌、喷灌、滴灌等,

再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浇灌技术的优缺点,并结合所

学的知识,分小组给盆栽植物设计一个节水浇灌方

案.要求每小组派代表上台解说本组的设计方案,鼓
励学生能画图说明,然后,教师组织学生一起对设计

方案进行分析评价与完善.

图1 农业上常用的多种浇灌技术应用图片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尝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思维,培养学

生的创新设计能力和交流合作精神,还可以通过了

解浇灌技术和设计节水方案,培养学生节约用水的

意识和爱护环境、勤俭节约的思想品德.
教师介绍:三峡大坝是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

程,大坝中的水轮发电机是很重要的发电设备,但是

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的热这会严重影响设备的安全

运行.我国自主研发的蒸发冷却技术很好地解决了

这个技术难题,其工作原理就是利用低沸点的液态

冷却剂蒸发吸热制冷,再经过冷凝器冷却成液体形成

自循环冷却系统.蒸发冷却技术安全高效,节能降耗,

该技术确保了三峡大坝的机组一直在安全运行着.
设计意图:结合高科技产品介绍蒸发的巨大作

用,为学生拓展了知识面;同时,通过了解我国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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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蒸发冷却技术,让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

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思想品德.
课外活动:要求学生根据蒸发吸热制冷的原理

和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每个小组课后设计并制作

一个保存食物的装置,使家中剩余的饭菜在短期内

不会变质,制作完成后用豆腐块检验其保鲜效果,再
将设计方案、工作原理、装置设备和活动体会写成小

论文贴到“学习园”里供大家学习交流.
设计意图:利用学生课后设计来训练学生的研

究能力和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并在这个过程

中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积极进取、善于合作、乐于交

流的心理素质.
2.6 归纳总结 把握本节重点

师生互动:教师引导学生回顾与总结所学知识,

鼓励学生交流讨论和分享自己的收获,并板书知识

要点(略).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把握学习重点和归纳总结

的能力.

2.7 布置作业 体验研究过程

学生活动:课后查阅资料并回答:(1)举例说

明:蒸发有何特点和规律? (2)仙人掌生长在缺水

的沙漠地带,其叶子已进化为针状,这有何好处?

设计意图:通过自主学习并建立与其他学科的

联系,培养学生乐于观察生活、善于思考的素质.

3 教学反思

在此教学设计中,以“蒸发”为教学内容,围绕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开展教学设计,通过构建有趣

的探究活动和交流讨论的教学情境,做到在引导学

生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美好的思想品

德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注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个教学设计,

我们已经在岳阳市第十中学进行了教学实践,学生

们普遍认为这个教学设计亲切、易懂、有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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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46页)
回顾自己的教学实践,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

毕竟这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还需做进一步的实践

和再思考.物理“学科德育”实施指南与教学设计模

型为高中物理提供了设计样式和路径,但在具体的

教育实践中,执教者还需根据学情自行取舍,不必机

械照搬.同时,物理学科有其特殊的概念和规律体

系、研究方法与应用范围,其他自然科学类学科各具

特质,不可简单照搬复制.此外,如何制定“学科德

育”评价量表让“学科德育”评价成为可能,仍需做

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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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ImplementationGuideandPracticePath
ofDisciplineMoralEducationinHighSchoolPhysics

ShenZhihui
(SongjiangNo.1Middleschool,Shanghai 201600)

Abstract:Indailyclassroom teaching,mostphysicsteachersstillignorethepracticeof"subject moral
education".Evenifthereissome,itisrelativelyrandom,messyandlackinginsystematicmodelconstruction.This

paperattemptstoconstructtheimplementationguideandcasesof"disciplinemoraleducation"inhighschool

physics,expectingtoprovidethepracticepathof"disciplinemoraleducation"forhighschoolphysicsandevenother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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