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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基于人教版大气压强一节的课本编排上,通过增设问题情境,补充小实验和对表格分析处理,解决大

气压强教学中常见的3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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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和问题

“大气压强 ”是人教版初中《物理》八年级下册

第九章“压强”第3节的教学内容[1].义务教育物理

课程标准要求是:知道大气压强及其与人类生活的

关系.因此,本堂课既要学生掌握证明大气压存在的

方法和了解托里拆利实验,更重要的是能联系生活,

知道大气压强在生活中的应用.教材将本课分为“大
气压强的存在”和“大气压的测量”两部分,前半部

分内容通过大量证明大气压强存在的插图,再辅以

覆杯实验和马德堡半球实验,学生较易掌握.但在

“大气压强的测量”这一节中却存在以下问题:

问题1:大气压强的测量方法直接给出,不利于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问题2:托里拆利实验的引入缺乏必要衔接,存

在认知难度.
问题3:“大气压、海拔、沸点”三者关系在传统

教学中缺乏必要的物理探究过程和分析过程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

转化为电能的过程其实借助了磁场能变化.即“动
生”过程在机理上虽不像“感生”过程一样直接呈现

为磁电转化,但还离不开磁与电的不间断相互作用,

因此放在了电磁感应的理论框架内.
综合来看,“动生”过程,导体、电子与磁场之间

发生的相互作用 ——— 非静电力与安培力,即实物粒

子与场之间进行的是具有清晰微观细节的机械能与

电磁能的转化过程;“感生”过程,磁场、涡旋电场与

微观粒子之间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以场的运动

及其变化直接完成磁场能量与电场能量间的转化.
两种过程,从微观机理到宏观的能量转化,差异如此

之大,但是统一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磁通变化率

的描述,是不是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有待挖掘

呢?

3.4.4 对比发电机与电动机

仿照发电机的分析过程,从结构、工作原理、微
观机制、宏观过程和能量转化几个角度比较异同点.

3.4.5 提炼概念

洛伦兹力、安培力,磁通量、电磁感应、感应电动

势,正电动势、反电动势,交流电的周期与频率.
3.5 交流拓展

变压器的功能、工作原理、铭牌参数与使用,拆
装实验室可拆变压器.仿照本单元上述两节的研究

方式自学、交流,提炼出所涉及的物理概念,最后提

交小论文:从物质、运动和相互作用、能量的角度考

察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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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处理

问题1:大气压强的测量方法直接给出,不利于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第一部分引入马德堡半球实验后,就可以引

导学生思考测量大气压强的方法.由于有马德堡半

球实验的铺垫,学生会想到测出马的总拉力和半球

表面积,利用p=F
S

的公式进行计算,教师可以查阅

史料,增设问题情境,设计如下例题.
【题1】马德堡半球实验是一个形象展示大气压

的实验,一个直径为0.36m的对开铜球壳的两个半

球壳合在一起后抽真空,一共用了16匹马才成功拉

开.已知一匹马的拉力介于1250N到2000N之

间,请你算算大气压强是多大? 用这个办法测量大

气压准确吗? 为什么?

解:因为半球静止,故作用在一个半球上的力为

8匹马的拉力

F=1250N×8=10000N

S=πr2=3.14×(0.18m)2 ≈0.102m2

p=F
S =10000N0.102m2 ≈98039Pa

采用2000N时

p=F
S =16000N0.102m2 ≈156862Pa

利用马德堡半球实验测量大气压的最大问题在

于每匹马的拉力都难以估量,是介于1250N到2

000N之间的一个数值,1250N和2000N的计算

结果差距较大.学生会想到定量测量出马的整体拉

力,教师可以顺势引入教参中用弹簧测力计缓慢拉

动真空后的吸盘,如图1所示,通过弹簧测力计示数

和吸盘面积计算出大气压.

图1 弹簧测力计和吸盘测大气压

这两个办法都利用了p=F
S

的公式进行计算,

符合学生的认知.都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的计算,

加强物理和数学间的联系,强化学生的计算能力,加

强他们对p=F
S

的理解,体验数学处理的巧妙之处.

最后让学生对产生的误差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学

生会得出这两个测量方法存在的问题,更能在稍后

的学习中体会到托里拆利实验的巧妙之处.
表1 两种测量方法存在的问题

测量方法 原理 存在问题

马德堡半球实验 p= F
S

需要马匹的数量多 马的拉力存在较大误差 马的拉力方法难以保证水平

吸盘和弹簧测力计 p= F
S

弹簧测力计精度要求较高 吸盘难以保证真空 需要缓慢拉动,不好把握

  问题2:托里拆利实验缺乏必要衔接,存在认知

难度.
托里拆利实验被定位为教学难点,但不是重点;

由于水银具有一定的毒性,现场演示始终存在风险,

多采用视频播放演示实验.但仅仅简单的播放视频

没有办法让学生真正了解托里拆利实验;因为托里

拆利实验是利用测量液体压强的方式,巧妙转换为

测定大气压.此处存在思维的跳跃,学生不容易想到

这一点,必须要有恰当的衔接.例如演示大气压强可

以托起水柱的过渡性小实验,如图2所示.

图2 大气压强托起不同高度水柱

通过不断让更长的量筒倒扣在水池中,水柱不

会下降,呈现一种递进关系,以引导学生思考:“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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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到底能托起多高的水呢? ”学生会认为有一个具

体的数值,但不知道是多少.这时候可以播放“大气

压能托起10m高水柱”的视频,进而引导学生思考:

“10m高水柱的压强和什么液体相当呢? ”这里就

能很自然地引出托里拆利选用水银的原因.这个过

渡性小实验的增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贴近学生

最近发展区,有效突破难点[2].

问题3:“大气压、海拔、沸点”三者关系在传统

教学中缺乏必要的物理探究过程和分析过程.

本节课中,教材后半段着重将大气压与生活联

系,重点讲述了大气压、海拔、沸点三者的关系,这无

不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思

想.先分别处理“气压与海拔”“气压与沸点”两者关

系,再将两者整理得出结论.

在处理“气压与海拔”的关系时,教材中的“想

想做做”栏目,通过自制气压计,学生能直观看到实

验现象.这本是非常好的设计,但在实际教学中,并

不易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完成实验装置的制作及相关

实验探究;最佳的办法是将该实验布置为课前小实

验,在家自主完成,并通过微课的方式展示学生的实

验报告或小视频.这个方法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

条件,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体会到

科学与技术的联系.

在处理“气压与沸点”的关系上,由于减少大气

压强需要利用真空泵,真空泵在抽气时声音过大,用

时较长,所以传统教学中仅仅通过将结论告诉学生,

学生缺乏必要的物理探究过程.课堂上可以用针筒

抽气来替代,如图3所示.

图3 针筒抽气

通过针筒抽气,学生观察到停止沸腾的水再次

沸腾,有效解决“气压与沸点”的关系.最后,课堂上

公布我国相关地区的气压、海拔、沸点三者数据,如

图4所示,让学生从表格中的数据分析归纳出海拔

越高,气压越低,沸点越低的结论,进一步强化认知,

提升其概括能力.

图4 我国各地海拔、气压、沸点数据

3 结束语

由于地球周围的大气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

西,不像其他物体有固定的形状和体积,因此,大气

压强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对初中学生是一个难点,然

而怎样突破这一难点,使学生对大气压强有比较深

刻的理解和掌握,是教师和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笔

者认为将上述3个问题解决,本堂课就可以做到“思

路清、层次明、趣味足”,教学效果显著.让学生思考

大气压的测量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并注意到物理与数学的联系.增设的过渡性小物理

实验能有效降低学生认知难度,符合学生的认知规

律.微课的设计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条件,针筒抽气

的实验能增强学生的探究意识,最后的表格有利于

培养学生从表格中分析和归纳规律的能力.课堂中

充分体现“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

念;教学过程中注重体现创新意识,培养严谨的科学

态度,凸显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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