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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比热容%的教学现状&提出了实验改进措施和显化科学方法的分析&从而提出全新的教学设计&

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尝试
!

在这样的教学设计和实践中&学生们经历了建构比热容概念的完整过程并且感悟了物

理学家在科学探索中的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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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热容#的教学现状分析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

&"!!

年版"(对比热

容的教学要求如下#$通过实验&了解比热容&尝试用

比热容说明简单的自然现象
!

%

)

!

*从各版本教材中的

实验来看)

&

*

&研究对象有水和食用油!或煤油"+水

和沙子这两种&加热方式有电加热器和酒精灯加热

两种
!

深入分析各版本教材和实验&我们不难发现&不

同版本教材中的实验都是围绕$比较不同物质的吸

热能力%而展开
!

如上所述的实验确实让学生相信

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不同&但它们操作麻烦且学生

不易观察
!

在实际教学中&由于缺乏不同物质吸收热量与

质量和温度变化乘积的比值不变这样的定量实验&

学生们往往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在脑海中$想%这样

的实验
!

虽然也有教师借助一些编好的实验数据或

者类比生活中的实例)

&

&

#

*来帮助学生理解比值不变

这个物质特性&但学生们内心深处很难真正认可
!

所

以&比热容的概念建构往往是不了了之&学生们只得

以记忆代替了建构&用做题来理解和记忆概念
!

&

"

对"比热容#教学的实验改进和科学方法分析

&!!

"

对"比热容#的实验改进

在 $比较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实验的改进过

程中&我们摒弃了电加热器和酒精灯加热的方法
!

我

们在不锈钢锅中放入两个相同的烧杯&烧杯内已分

别装入初温相同的
("

)

的水和煤油&水和煤油中插

入$郎威%系列高科技产品之中的温度传感器&温度

传感器连结数据采集器
*

借助$郎威%数据采集器的

外接端口&把数据直接显现在大屏幕上
*

待装置组装

完成后&往锅内直接倒入接近
!""+

的热水&使热

水水面高度迅速超过烧杯中的液面高度
*

从实验效

果来看&煤油和水的温度迅速升高,从温度变化来

看&不到
&,-.

时间&煤油的温度变化已经明显高于

水的温度变化
*

关于水吸收热量多少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教学

实践中我们是借助加热时间相同来定量研究的
*

但

由于加热条件的限制&在常规教学中很难创设出让

加热源均匀放热的条件&所以借助加热时间来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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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吸热多少是非常粗糙的做法
*

同时&实际加热过

程中由于水的温差和散热&也很难创设出液体均匀

吸热的条件
*

怎样尽可能保证加热源均匀放热和水

均匀吸热呢.在实验改进中&我们采用能直接显示壶

内水温的电热水壶作为加热源&继而借助加热时间

的长短来定量比较水吸热多少)

%

*

*

&*&

"

对"比热容#的显化科学方法分析

在教学过程中开展科学方法教育&必须结合教

材来进行
*

教材中研究物理学所应用的基本方法有

常规方法 --- 观察+实验+逻辑思维!分析+综合+归

纳+演绎+类比+理想化方法等"+数学方法&以及非常

规方法 --- 直觉+猜想+灵感&等等)

/

*

*

我们认为&这

些基本方法对比热容的学习依然适用
*

比热容是初中物理教学中最复杂的一个概念
*

比热容概念的建立涉及不同物质吸收热量与质量和

温度变化乘积的比值不变
*

从学生认知来说&从最初

涉及两个物理量比值不变的密度到涉及
#

个物理量

比值不变的比热容&他们对比值定义法的认识和理

解也是在逐步加深
*

我们认为&比热容的教学中要重

视和突出比值定义法的作用
*

进行比热容的相关实

验时&我们把不同物质吸收热量的多少问题转换为

加热时间长短的问题&所以比热容的教学也要重视

转换法的作用
*

#

"

教学设计与实践

笔者力求通过下面的文字客观展现本节课的教

学设计和实践过程&以及个别环节学生们现场的反

应
*

在以下行文中&我们以$展示%来展现本环节中

教师借助
556

或者语言展示+讲述的基本内容&以

$问题%来展现本环节中教师借助
556

或者语言展

示的核心问题
*

在每一个问题后面&给学生留有思考

时间&要求学生首先自己静心思考&在自我思考的基

础上小组讨论达成一致&如果小组之间不能达成一

致则全班学生一起讨论
*

问题
!

!不同种类物质的吸热能力是否相同.

对于这个问题&学生们均认可不同种类物质的

吸热本领不同
*

问题
&

!怎样展现不同种类物质的$吸热能力%.

教师要求学生借助物理语言来描述这个略带生

活性质的随意用语
*

学生们积极思考+讨论
*

有学生

提出用升温多少来表示&有学生提出用吸收热量多

少来表示
*

也有学生提出质疑&没有任何前提就这样

比较太不合理&比如一盆水和一滴油怎么能比较吸

热本领.也有学生提出&对于不同种类的物质必须要

有合理的比较标准
*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把思维聚焦到不

同物质要有合理的比较标准上
*

学生们逐渐达成共

识&对于不同种类物质&要让它们的质量和初温相同

才可以
*

但也有学生提出&对于不同种类物质&要让

它们的体积和初温相同
*

关于吸热能力&学生们逐步

明确&让质量和初温相同的不同物质&变化相同的温

度&看它们吸收热量多少是否相同
*

问题
#

!怎样比较不同种类物质吸收热量多少

是否相同.

教师明确告诉学生&现阶段没有能直接测量吸

收热量多少的装置
*

这个问题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

兴趣&他们思考和发言更加热烈
*

有学生立即提出可

以使用相同的酒精灯加热&有学生补充还要同时加

热&但有学生马上质疑就算酒精灯一样也不能保证

酒精灯的火焰相同
*

关于酒精灯加热的问题&学生们

意识到了很多困难
*

随即又有学生提出用相同的热

得快加热
*

在讨论中&学生们逐渐认可到电加热的优

点很多
*

可以使用电加热的方式
*

展示
!

!教师展示$比较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

改进实验
*

问题
%

!从这个实验中能得到什么结论.

学生们一致认可#煤油的温度变化比水快&它们

的吸热能力不同
*

问题
/

!水和煤油哪一个吸热能力大.

有学生提出煤油的吸热能力大
*

但立即就有学

生提出&如果让水的温度变化和煤油一样&则需要更

长的加热时间&水吸热能力大
*

学生们再次陷入思

考&但很快他们达成共识#对于相同质量的水和煤油

来说&水的吸热能力大
*

展示
&

!$吸热能力%是个模糊的生活用语&但经

过大家的思考和讨论&能用物理知识来描述它了
*

借

助实验&得到了可靠的结论
*

实验中&把$吸收热量多

少%的问题转换为$加热时间长短%的问题&同时在

实验基础上进行了逻辑推理
*

问题
$

!对同一种物质来说&有哪些因素会影响

吸热多少.

讨论中&学生们明确了质量和温度变化两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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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但也有学生提出&都是水组成&但冰和水是不同

的
*

教师明确告诉他&可以先不考虑涉及物态变化的

问题
*

问题
'

!对同一种物质来说&吸热多少与质量和

温度变化有什么定性关系.

结合生活常识&学生们达成共识
*

教师展示了他

们的讨论结果
*

展示
#

!对同一种物质&其质量+温度变化与吸

收热量有下面几种关系
*

!

!

"在质量一定的时候&温度变化越大则吸收

热量越多,

!

&

"在温度变化一定的时候&质量越大则吸收

热量越多,

!

#

"质量越大+温度变化越大则吸收热量越多
*

问题
(

!对同一种物质来说&吸收热量多少与质

量和温度变化有定量关系吗.

教师举例&比如质量很大的水温度变化不大&质

量小的水温度变化大&它们吸收的热量可能相同吗.

学生们猜测它们吸热可能相同
*

问题
4

!以水为例&怎样定量展示加热过程中吸

收热量多少.

学生们一致认可&可以使用电加热的方式&看加

热时间的长短
*

展示
%

!教师展示使用电热水壶加热水的实验
*

问题
!"

!从这个实验中能得到什么结论.

由于涉及加热时间+质量和温度变化
#

个因素&

学生们暂时没有发现规律
*

展示
/

!教师借助
789:;

软件直接计算$加热时

间与质量和温度变化乘积的比值%

*

面对这样的结果&学生们忍不住发出了$啊%的

声音
*

有一些课前预习过的学生恍然大悟地说&$书

上的原来是这个意思/%

问题
!!

!

"*""#4<

0!

)

1

+

"告诉你什么信息.

学生们意识到&水在吸热升温过程中&加热时间

与质量和温度变化乘积的比值基本不改变
*

换言之&

对水来说&加热过程中吸热多少与质量和温度变化

乘积的比值不变
*

问题
!&

!其他物质是否也具有类似性质.

展示
$

!阅读课本相关内容&画出重点&提出疑

问&并且完成课本上的练习题
*

展示
'

!以水为例&我们惊奇地发现&加热过程

中吸热多少与质量和温度变化乘积的比值竟然不

变/而对不同物质来说&这个比值是不同的
*

看来这

个比值是反映物质自身性质的物理量
*

这个比值就

是描述物质吸热能力的比热容
*

此前所学的密度也

有类似的性质
*

密度和比热容都属于物理学中的比

值定义法
*

问题
!#

!比热容的单位是什么.

问题
!%

!比热容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展示
(

!可以借助上述的比值定义法得出比热

容的实际测量方法,可以用吸收热量多少+质量和温

度变化量的单位推理得到比热容的单位
*

%

"

教学反思

在进行如上所述的教学设计和实践时&我们试

图借助问题引导学生将思维聚焦于怎样把$吸热能

力%这个口头化的语言转变为可测量的物理量上
*

在思考讨论过程中&学生们逐渐把一个个模糊问题

清晰化&并且结合所学知识提出合理的实验方案
*

他

们经历了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思考过程
*

改进后的

实验又震撼了学生们&从实验数据中他们惊奇地发

现&对水来说&加热过程中吸热多少与质量和温度变

化乘积的比值不变/回顾整节课&他们真正经历了建

构比热容概念的完整过程&感悟了物理学家在科学

探索中的研究方法
*

回顾教学过程&我们也有遗憾
*

当学生们看到

"*""#4

这个数据时&忍不住发出了$啊%的声音&作

为教师&学生们这样的学习状态让我们激动和兴奋
*

但我们也在想&怎样才能使学生们自己透过几组数

据发现这个隐藏的秘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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