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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梅雨季，为什么地面
墙面都湿答答的？水烧开的时
候为什么会有泡泡产生？高压
锅煮东西为什么比较快？这些
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其实都蕴
含着“物态变化”中的液化和
汽化。

在小学阶段，学生已经学
习到“沸腾需要不断加热，但温
度保持不变”“沸腾是剧烈的汽
化现象”等结论性的知识，但对
于这样的结论相关的科学原理
则不甚了了。

在初一阶段，学生会学到
“汽化与液化”这个知识点，虽
然学生对具象化的现象和知识
点有了较强的接受能力，但对
于抽象、微观的知识的接受能
力还有限。

基于这样的教学情况，宁
波市镇海蛟川书院的潘秋羽和
王意婷两位科学老师一起进行
了“水的沸腾”创新实验探究。
通过新的实验方式，提高课堂
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
时通过直观具体的实验现象，
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水沸腾
的科学原理和物态变化过程中
的能量变化情况。

问题的产生
在初中课堂实验中，科学

老师一般是运用对烧杯中的水
的加热，并测量水温得到水沸
腾过程中的温度变化。但这个

传统实验存在一些缺点。
在实验过程中为了加快水

的升温速度，老师常会在烧杯
上方盖一个板，但这样可能导
致气压升高而使沸点发生变
化，与“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
这一课堂内容矛盾，对于这种
情况也无法很好地向学生做出
解释。

此外，由于水蒸气肉眼不
可见，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只
能直观看到“液态水的减少”却
无法感知“水到底变成了什么”

“水究竟去了哪里”，教材中的
实验也无法直观地体现沸腾过
程中由“液态”变为“气态”的物
态变化。

如何解决理论和实验脱
节的问题？在探究中，潘秋羽
和王意婷两位老师改进了教
材中的实验。

这样解决问题
用平常课堂上不太会用到

的四颈烧瓶代替烧杯，再根据
教学需要在四个颈口处插入探
针测温计、湿度计、针筒、气球
等器材，这一创新实验仪器可
以让学生更科学地观察物态变
化。最直观的就是，当气球鼓起
时，说明内部充满气体。可以得
出两个猜想：1. 气体受热膨胀
体积增大；2. 水沸腾由液态变
为气态。

老师还可以使用湿度计测
量气球中的湿度，带学生进行
进一步探究。通过湿度计示数
的比较，若发现气球内的湿度
远高于周围空气中的湿度，就
说明气球内有大量的水蒸气，
这也就验证了水沸腾的本质：
水由液态变为气态——汽化，
从而说明了前面所观察到的

“水越烧越少”的现象。

针筒的用处也很大。
老师可以用针筒活塞的抽

拉改变密封的四颈烧瓶内部的
气压，根据不同的气压，改变沸
点，出现“正在沸腾的水停止沸
腾”和“停止加热的水重新沸
腾”的现象，并通过温度计直观
地看到温度变化。

潘秋羽表示：“本创新实验
仪器将多种功能进行整合，较
为全面，且能够将较为抽象的
科学结论通过形象化的现象进
行展现，让学生对知识有更深
入、全面的掌握。”

不过，此创新实验仪器的
安全性问题还未得到很好地解
决。因涉及高温，很难让学生自
己动手操作，只能由老师进行
演示。且出于装置安全性考虑，
烧瓶内部不能有太高的压强，
研究“沸点与气压的关系”时有
一定的局限性，需加装缓冲装
置。

为何不总是

为进一步发挥实验教学育人功能，提高教师实验教学水平，今年5月，宁波市教育局组织开展2024年全
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其中，在科学学科中，不少“先锋派”老师对教材中的实验进行创新和改进。

在新课标的背景下，我们开设“实验先锋派”栏目，通过宣传这些科学老师的创新理念，让大家了解宁波
科学教育的新动态、新内容、新思路。

用湿度计观察气球中的湿度变化。

使用针筒增加压强，使沸点升高。

该知识点涉及物质的三态变化，
属于课标中 13 个学科核心概念中的

“物质的变化与化学反应”。在内容
上，要求学生理解物质三态变化的特
点，并能用图像描述这些特点，知道
物态变化伴随着吸热和放热，并能将
其应用于解释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在
学业上，要求学生能描述液体和气体
在转化时的特点，并能解释有关自然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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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要求

（一）水沸腾吸收热量，温度不变。
（二）水沸腾是一种剧烈的汽化现

象，液态水变为气态的水蒸气。
（三）水蒸气遇冷液化放热。
（四）水的沸点会随着水面上方压

强的升高而变高。

实验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