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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各版本初中物理教材中,阿基米德原理以及物体的沉浮条件的讲解都存在一定不足和缺陷.以人

教版为例,通过深入分析论证,指出了其不足和缺陷之处,并给出了适当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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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基米德原理”和“物体的沉浮条件”是初中

阶段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目前各版本

教材关于此部分的讲解,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缺

陷,如此不仅会传递错误的知识误导广大师生,而且

不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思维等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本文以人教版教材[1]为例(“阿基米德原理”和

“物体的沉浮条件”分别是八年级下册第十章第二

节和第三节的内容),深入分析了教材中的不足和缺

陷之处并给出适当的修改建议,供广大师生参考,以
期为新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些建议.

1 对教材中阿基米德原理表述的商榷

1.1 教材中阿基米德原理的缺陷分析

在“阿基米德原理”一节,课本首先根据演示实

验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学生实验得出结论,并给出阿

基米德原理的表述“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

浮力,浮力大小等于它排开液体的重力”.同时教材

还给了一个信息窗提示“阿基米德原理不仅适用于

液体,也适用于气体”.
教材对于阿基米德原理的表述非常片面.阿基

米德原理有其适用条件,即:(1)在静止流体中;(2)

物体的下表面与流体完全接触.如果不满足这两个

前提条件,那么阿基米德原理就不成立.
1.2 教材缺陷对学生影响

教材的缺陷,给学生学习浮力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对于图1所示情况(物体底部与容器之间没有液

体),若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则物体受到浮力,浮力等

于排开液体的重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此时物体不

仅没有受到向上的浮力,还受到液体向下的压力!

由于学生之前学过浮力产生的原因,知道浮力来源

于液体对物体上下表面的压力差,若按照浮力产生

的原因可以得出物体此刻并不受浮力.如此阿基米

德原理与学生之前所学的浮力产生的原因相矛盾,

导致学生知识错乱.

图1 物体不受浮力

如图2所示,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水翼船在水中

的部分无论形状如何,其浮力都不变;但实际上,水
翼船在水中的部分,必须为上凸下平结构,且船在行

进时比静止时受到的浮力大得多! 根据之前学过流

体压强与流速的知识,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当液体流

动时,鉴于水翼船在水中的结构其上表面流速大于

下表面,上下表面的压力差会变大,因此产生的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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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变大.如上所述,阿基米德原理与学生之前学的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知识相矛盾,导致学生知识错乱、

思维混乱,如此不仅不利于学生深刻理解浮力和阿

基米德原理,更不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思维等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图2 水翼船

1.3 对教材的修改建议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并没有强调

阿基米德原理的适用条件.因此,建议教材增加一个

信息窗,强调阿基米德原理的适用条件:“(1)在静

止液体中;(2)物体下表面与液体完全接触.”如此

不仅使得教材严谨,同时也更好地培养了学生良好

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2 对教材中物体浮沉条件的商榷

2.1 教材中物体浮沉条件的缺陷分析

在“物体的浮沉条件及应用”一节,课本对于浮

沉条件的表述如下:“浮力大于重力时,物体上浮;浮

力等于重力时,物体受力平衡,可以悬浮在液体内;

浮力小于重力时,物体下沉.”

教材的表述缺陷明显.事实上,任何物体都具有

惯性,物体的沉浮,不仅受到浮力和自身重力的影

响,还会受到原来运动状态的影响! 即使物体受到

的浮力大于其重力,但若物体有向下的速度,其仍不

会立刻上浮,而是向下减速到静止然后再上浮.

2.2 教材的缺陷分析及其对学生的影响

教材的缺陷,给学生理解并分析浮力带来了很

大的困难.跳水是我国的优势项目,在各种国际比赛

中获奖无数.学生在观看跳水比赛时,发现运动员从

跳台跳入水中后,在刚浸没入水中时,浮力大于重

力,按照教材中的知识,运动员应当上浮,但运动员

仍然会向下运动一段距离 ……,教材中物体的浮沉

条件此刻不成立.
有涉及到浮力的试题,也经常会有物体的浮沉

条件解释不了的情况,如下题所示.

【题目】(2016年中考岱岳区模拟)潜水艇在水

中匀速上浮,不计水的阻力,在未露出水面之前,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潜水艇的浮力变大,其重力小于浮力

B.潜水艇的浮力不变,其重力小于浮力

C.潜水艇的浮力不变,其重力等于浮力

D.潜水艇的浮力和重力同时变小,但浮力和其

重力始终相等

按照教材中物体的浮沉条件,潜水艇上浮,则可

以得出浮力大于重力,但根据平衡力的知识,则可以

得出潜水艇的浮力等于其重力,如此相互矛盾,导致

学生知识和思维错乱.
由于教材的缺陷,加之很多教师对于物体的浮

沉条件讲解得并不深透,导致学生在运用浮力解决

相关问题时经常会遇到困难,这不仅不利于学生对

知识的深度学习,更不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思

维等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2.3 对教材的修改建议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是因为课本在讲解沉

浮条件时并没有强调物体的初始状态.建议教材加

上一个初始状态:“当物体静止时”,即“静止在水中

的物体,当浮力大于重力时,物体将上浮 ……”,这
样就非常严谨了.

3 总结与思考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教师传授知识的重要参

考,教材可以简化相关知识,但绝不可过度简化以致

传递错误的知识[2].物理学是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

通过其严密的知识体系和严谨的科学探究过程,学生

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可以得到巨大提升.但若因为过

度简化而导致不严谨甚至错误,那就适得其反了.
教材不应当是教师教学的枷锁,作为一线教师,

在新授课时应当对教材上的知识进行适当补充,只
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严谨的理性思维和敢于质疑的

科学精神,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才会得到真正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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