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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一碗热汤放在桌上时，过一会儿汤会变
凉；当手握一杯热水时，手会变热。这些都是因为
热量会从温度高的物体传向温度低的物体，这种
传热过程叫热传递。热传递有三种方式：热传导、
热对流、热辐射，它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热传导——沿着“接触”悄悄跑
开火后，烧菜的锅很快就热了——这就是热

传导，当温度不同的两个物体直接接触，热量就会
沿着物体进行传递。

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例子都与热传导相
关。冬天用手握住金属门把手，手会觉得冷，是因
为手上的热量通过热传导传递给了温度更低的门
把手。

热对流——液体和气体的“循环舞”
烧开水时，锅底的水先变热，会向上“跑”，而

上面的冷水会流下来补充，这样一圈圈循环，整壶
水很快就烧开了。这种通过液体或气体的流动来
传递热量的方式，叫做热对流。

开空调时，为了提升空调制冷或制热的效果，
需要调整空调风叶的方向。这与热对流有关，冬天
时开热空调，热空气向上流动，所以热风要向下
吹；夏天时开冷空调，冷空气向下流动，所以冷风
要向上吹。

热辐射——不接触也能“送温暖”
坐在火炉边，不用碰到火焰，也能感觉到暖

和；晒太阳时，阳光照在身上会觉得热——这就是
热辐射：物体以电磁波的方式向外传递热量的过
程。这一过程不需要通过任何物体“帮忙”，甚至能
穿过真空，比如太阳的热传到地球。

烤箱烤面包时，食物不用接触加热管，也能被
“烤热”，靠的就是热辐射，加热管通电后温度升
高，向外辐射热量被食物吸收。热辐射不仅应用在
生活中，还会应用在军事上。热成像夜视仪能在黑
暗中看到物体，是因为它能捕捉到物体自身辐射
的红外线，而红外线正是热辐射的一种形式。

了解了热量传递的三种方式后，我们不禁要
想：如果我们想要加快热量的传递或者减慢热量
的传递，该怎么办？这就需要涉及物体的传热本
领，也就是热的良导体和热的不良导体。

热的良导体，快速传递热量的“小能手”
金属是热的良导体的“主力军”，像银、铜、铝、

铁等都表现出色。比如家里的铁锅，锅身用铁制
成，火焰的热量能迅速通过铁锅传到锅内的食物
上，让饭菜快速熟透；铜制的火锅锅底，能快速吸
收炭火的热量并传递给汤料，让火锅很快沸腾；电
线里的铜芯，不仅能导电，也能快速传递电流产生
的热量，避免电线过热。

热的不良导体，阻挡热量传递的“守护者”
木头、塑料、陶瓷、玻璃、橡胶等非金属都是热

的不良导体。除了这些以外，空气也是热的不良导
体。冬天穿的羽绒服，里面的羽绒蓬松多孔，储存
了大量空气，能有效阻挡身体热量散失，让我们感
觉温暖。

了解热的传递，不仅能帮我们解释生活中的
现象，还能指导我们科学地利用热量，优化产品设
计、改进生产工艺，为创造更舒适、高效的生活环
境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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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冷饮成了不少人的消暑“标配”。但刚从冰柜里取出的冰饮，一会儿就没了凉意。

如何利用科学知识留住清凉、锁住温度？刚刚结束的这学期，浙江省余姚市实验学校90

后科学老师李斌以小学科学五年级教材中的《热传递》知识为切入口，将课堂变为创意十足

的“保温杯研发现场”。

孩子们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出发，动手设计、制作专属保温杯，在趣味实践中解锁热传递

的奥秘。这一课例获评2024年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

“夏天买的冰可乐，还没走多久冰块就化
完了！”“冷饮店的纸杯太薄，拿在手上没几分
钟就冒水珠了！”当李斌老师抛出“冷饮快速融
化”的夏日难题时，教室里立刻热闹起来。孩子
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要是冷饮店的杯子
能像冰箱一样制冷就好了！”“对！普通的杯子
根本锁不住冷气！”

抓住学生们高涨的讨论热情，李斌老师亮
出“任务卡”：“今天我们就当一回工业设计师，
用科学知识为冷饮打造专属保温杯！”随着指
令发出，课桌秒变工作台，一场充满创意的保
温杯研发之旅正式启航。

面对“选什么材料”“怎么提升保温效果”
的双重挑战，李斌老师掏出两个“科学锦囊”。

第一个“锦囊”里，不锈钢杯、陶瓷杯、塑料
杯并排摆放，盛装等量热水，并在专业仪器下
进行温度测量。当五分钟倒计时结束，孩子们
发现：陶瓷杯凉得最慢，保温效果最佳，而不锈
钢杯凉得最快。随后，三个不同材质的杯子又
盛装等量冰水，同样等待五分钟，结果依旧是
陶瓷杯里的冰融得慢，保温效果好，而不锈钢
杯的冰融得快。

结合实验结果，李老师适时引导同学们思
考，从而得出结论：不锈钢是热的良导体，吸热
快散热也快，所以水温降得快；而塑料、陶瓷是
热的不良导体，吸热慢散热也慢，水温下降自
然就慢。

第二个“锦囊”，无盖杯、加盖杯、裹毛巾
杯、嵌入泡沫塑料并加盖的杯子等依次摆开，
分别加入热水和冷水做对比实验。

结果显示，无论在杯中加热水或冷水，嵌
入泡沫塑料并加盖的杯子阻隔热传递的效果
都是最佳，能最大程度减慢物体热量的散失。

“原来给杯子穿‘棉衣’、戴‘厚帽子’真的有
用！”有同学兴奋地在笔记本上画下重点符号。

解决了材料和方法的问题后，同学们以小
组为单位，正式动手制作。

有的团队将保温餐袋、毛巾、铝箔纸与泡
沫板“层层叠加”，让杯子“全副武装”；有的团
队则聚焦细节，在杯盖上做文章，尝试用防水
胶带加固缝隙，在杯盖和杯身之间嵌入特质保
温袋。

然而，创新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
测试环节，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比如，一些

保温杯虽然保温效果好、美观又方便携带，但
比较难打开，需要在杯盖上加把手；还有一些
保温杯外观欠佳，且瓶身和瓶盖接触不紧密，
需要增加固定装置。

“这就像真实的产品研发！”李斌引导说，
“任何一个产品设计都不是完美的，只有经过
无数次的完善和改进，才能得到最优的产品。”
他还向同学们展示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双层真
空杯剖面图，讲解镀银内壁如何“拦截”热辐
射，密封圈怎样“堵住”热量缺口，为同学们的
改进方向提供了新思路。

这场从生活难题出发的科学实践，不仅让
孩子们掌握了热传递知识，更在动手、试错、改
进的过程中，体会到科学探索的严谨与乐趣。

冷饮快速融化
夏日难题如何解？

不接触也能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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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中的科学课：
打造“保温杯研发工坊”

同学们自制保
温杯及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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