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教学重难点

当热空气上升时，空出
来的区域将由附近的冷空
气来填补，流动的空气就形
成了风，空气的流动速度可
以通过改变冷热温差以及
其他外力介入来实现。

在自然界中，白天太阳
光照射在地球表面上，地表
温度升高，地表的空气受热
膨胀变轻而往上升，热空气
上升后，海面上较重较冷的
空气流入，这种空气的流动
就产生了风。

●实验教学目标

（1）科学观念：通过“风
的成因”模拟实验知道风是
一种空气流动的现象，是由
于冷热不同的空气流动形
成的，进而解释风形成的原
因。

（2）科学思维：了解“风
的成因”装置的组成，建构
初步的实验模型来寻找风
形成的证据，通过多感官描
述与概括观察到的实验现
象,进而推测出风的形成原
理。

（3）探究实践：通过“风
的成因”模拟实验，开展对
风形成原因的探究活动，用
绘制简图等方式记录观察
感知到的现象。

（4）态度责任：通过分
析“风的成因”模拟实验的
现象，树立用证据说话的意
识，保持对风的成因的好奇
心和探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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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奥运会的点

火仪式上，巨大的热气

球带着奥运圣火升上天

空。这个画面成为本届

奥运会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幕。

“我们知道热气球

内部空气受热后会上

升，那热空气上升后内

部还有空气吗？里面的

空气会怎么运动呢？空

气的运动会形成什么

呢？”余姚市第二实验小

学的科学老师们以热气

球为灵感，设计制作了

一个可以观察“风的成

因”的实验装置，让孩子

们一看就懂。

在小学三年级上册“风的成
因”单元，有一个关于做风的模拟
实验。实验目的就是让学生观察风
的形成，以及空气的流动。但在实
际教学中，有老师发现，教材中的
传统实验存在安全隐患、无法人人
参与、现象难以可视化等缺点。

首先，实验装置由纸盒、塑料
膜、蚊香等材料制成，但纸盒、塑料
膜都是易燃物，容易因蜡烛倾倒等
原因被点燃。实验中，学生手持蚊
香还可能会因手部抖动等原因出
现烫伤情况，安全系数低。

直观可视化的现象能增加学
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纸盒中形
成的风是看不见的，且纸盒仅有一
个面可以观察烟雾流动的轨迹。这
样导致小组内部分学生观察角度
受限，例如坐在对面的同学观察不
到烟雾的运动。这样的装置不利于
小组合作，难以令实验教学目标得
以落实。

基于以上实验缺点，要把模拟
实验的原理和自然风的形成原因
建立联系，对三年级学生来说是有
一定难度的。

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张哲盼说：“我们需要创设一个含
冷、热空气的密闭环境，引导学生通
过实验切实观察到冷热空气流动的
方向，因此如何让空气温度以及流
动现象可视化是实验教学中要考虑
的问题。”

为了便于学生更加直观地观
察到实验现象，更好地达成实验教
学目标，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的科
学教师团队针对实验器材和实验
方法进行改进和创新。

据团队成员张哲盼介绍，他们
用亚克力材质的实验主体装置代
替纸盒，侧面四个圆孔为进风口，
顶端圆孔为出风口。全透明亚克力
材质在增加安全性的同时能便于
学生全方位观察。

同时，在进风口处安装电子温
度计，将空气由冷的区域向热的区
域流动这一过程中温度的改变可
视化；在出风口处安装小风轮，进
一步将热空气上升可视化，学生还
可以通过风轮转速判断风的大小。
另外烟雾产生的装置，也进行了优
化，使得烟雾效果放大，提高学生
使用的安全性。

“我们引导学生将烟雾的流动
和温度的变化链接起来，实验现象
更加直观了。”张哲盼说，多角度可
视化的实验效果，让学生在模拟实
验中观察风的形成、风的流动等现
象，更利于学生理解风形成的场所，
强化冷热空气与风之间的关系。

这个创新实验装置，还有一个
创新之处：四个进风口让实验小组
四个成员都能独自在各自的方向
开展实验，不光能观察到自身方向
进风口的烟雾流动，也能观察到其
他几个方向的烟雾流动。这使得每
位同学都可以参与实验探究，加强
了小组合作。

大自然中的风是
这个实验让孩子一看就懂

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做实验。

自然界风的成因。

实验实验先锋派锋派

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科学老师
张哲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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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形成的如何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