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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学生对浮力作用点的疑问入手,分析了物体在液体中浮心的位置特点以及浮心与重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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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疑问

初中阶段学生对浮力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难点,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疑问,对于授课教

师来讲,不仅要对课标要求了如指掌,还要加深理论

知识的学习,才能更好地答疑解惑.下面就平时学习

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疑问进行分析.
【例1】某一木块漂浮在水中,如图1所示,请画

出木块在水中的受力示意图.

  首先我们分析木块受到重力和浮力两个力的

作用且大小相等,其中重力竖直向下,浮力竖直向

上,木块处于平衡状态,如图1所示.

图1 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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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发言是否会引起其他学生进一步的思考,要看是否

引发学生思维上的认知冲突,这样才能看到学生的

思维是否活跃,学生的思维是否深入.
像这样把一个复杂的、难度较大的课题分解成

若干个有相互联系的子问题,或把解决某个问题的

完整思维过程分解成几个小阶段,从而形成的阶梯

性问题,能有效地把学生的思维引向新的高度.阶梯

性问题的设置应考虑适应性和针对性,即针对学生

已有知识、心理发展水平和学习材料的难易程度;其
次应具有序性和阶梯性,即针对知识的系统性和学

生认知发展水平的有序性.阶梯性问题坡度适中、排
列有序、形成有层次结构的开放性系统,能有效地实

现思维由低阶向高阶的转换,从而培养深度思维能

力.

5 教学反思一小点

本节课效果很好,但笔者也有遗憾的一点:在刚

开始设计电路图时,其实有几个学生已经把分压式

电路设计出来了,但笔者潜意识中怕引发教学进程

的不确定性,所以当时没有让他们展示他们的想法,

只是按照笔者设计的思路进行课堂教学.课下询问

这几位学生是怎么想的,其实他们并没有特别完整

的思路,只是觉得串联太简单,又刚学过分压电路,

滑动变阻器阻值又远远小于待测电阻阻值,于是分

压电路应运而生.笔者想如果当时将两种设计方案

都呈现出来,课堂将更加开放,学生思维会更加活跃

和深入,课堂教学难度会加大很多,对教师的要求就

要更高,所以说课堂是一门艺术,遗憾更是一门艺术.
最后,笔者想用这样一句话作为文章的结尾:美

国物理学家与物理教育学家理查德·费曼所说的,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这

是为什么,我想知道究竟为什么我非要知道我为什

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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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学生常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要把重

力和浮力的作用点画在同一个点,我们知道重力的

作用点是物体重心,难道浮力的作用点也是物体的

重心吗? 如果不是,那浮力的作用点又应该是哪里

呢?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教师都是用一句“力是

可以平移的”来回答,很显然是非常不恰当的.

2 浮心的位置

我们把物体在液体中所受浮力的作用点叫做浮

心,浮心是液体对与其接触的物体表面所有压力的

等效作用点.现在我们将一个任意形状的质量分布

均匀的物体放入密度均匀的液体中,静止后处于漂

浮状态,如图2所示.

图2 分析浮心的位置

由阿基米德原理有,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排开

液体的重量,取对应排开液体体积中一个微元Vi,
即可得到

F浮 =ρVpg=∑ρgVi

其中ρ为液体密度,Vp是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则可

以得到浮心的位置坐标为

rB =(x,y,z)

其中 x=∑ρgVixi

ρgVp
=∑Vixi

Vp

y=∑ρgViyi

ρgVp
=∑Viyi

Vp

z=∑ρgVizi

ρgVp
=∑Vizi

Vp

其中,C为物体的重心,B 为浮心,由上面的式子可

以看出,密度均匀分布的液体中浮心的位置就是被

物体排开的液体的形心.
因为质量均匀分布的物体,重心位置与质心和形

心位置是同一点[1],所以对于质量分布均匀的物体,
浮心的位置与物体液面以下部分的重心的位置是重

合的.很显然,对于完全浸没在液体中的质量分布均

匀的物体,浮心与物体的重心是同一点;对于漂浮的

质量分布均匀的物体,其浮心应该在物体重心的下方.

3 重心与浮心的关系

对于重心与浮心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助下面

玻璃管的模型来进行分析.将空的玻璃管放入水中,
恰能竖直漂浮状态时,如图3所示,由以上结论可

知,玻璃管的重心C在浮心B 的上方,这种情况下若

产生哪怕是非常小的一点波动,使得玻璃管朝一边

倾斜,这时重心C与浮心B 的连线就会倾斜,但此时

浮力与重力的方向依然不会改变,则会导致重力与

浮力产生一组倾覆力矩,由图可以很明显看出,该力

矩会促进之前的倾斜程度,使得玻璃管倾倒.

图3 空玻璃管漂浮在水中

若在玻璃管中加入一定量的沙石,如图4所示,
物体的重心和浮心位置都有所变化,此时重心C 变

到了浮心B的下方,此时若产生一点小的波动,使得

玻璃管朝一边倾斜,重心C与浮心B 则会形成一组

回复力矩,由图可以看出,该力矩会去修正之前的倾

斜状态,使玻璃管处于稳定状态[2].

图4 玻璃管中加入沙石后的情况

4 结论

处在液体中的物体,其浮心一般不与重心重合,
浮心与重心的位置关系会影响物体在液体中的稳定

程度,重心在浮心上面,则物体就处于不稳定状态,
反之,当重心处于浮心下方时,物体则处于更加稳定

的状态.这一点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应用是非常广泛

的,最常见的就是船舶的制造和潜艇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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