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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陈述一节科学课上出现的意外情况以及随后教师的处理方法和课后备课组的探讨和反思,总结出要成为不断进步的

教师,要有被学生问倒的准备以及终身学习的精神,要重视集体备课,发挥团队的力量；还要学会利用即时生成的课堂资源,激发

学生乐学好学的精神,有效利用这些小变故使自己成为不断进步的教师。 

[关键词] 大气压强实验探究；集体备课；优化知识结构；终身学习；乐学心理 

 

整体教学情况 

老实说这应该是一节比较好上的课,浙教版初中科学八

年级上,第二章第三节《大气的压强》,整节课的内容比较饱

满,有历史故事,有有趣的实验,还有用科学理论解释生活中

的一些常见现象等等,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也比较活跃,整

堂课都比较顺利。 

教学片段 

我在对这节课的 后一个知识点“气体流速越大,压强越

小”进行小结。由于这节课上已经进行了多次演示实验,因此

对课本上的“把一支玻璃管插入水中,当用另一支玻璃管对着

它的上端吹气时,有什么现象”这个实验我并未进行演示,而

以提问的方式进行,并希望引导学生得出结论,正当我公布这

个实验的“正确”现象：会有水从插入水中的玻璃管顶上喷

出时,学生中有人提出质疑,他坚持自己在家里使用吸管做了

这个实验,但没看到有水喷出。此时,班上的学生开始起哄,下

课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而且我在课前并没有准备这个实验需

要的器材,于是我承诺课后我会做一下这个实验,我还建议学

生放学后也动手尝试,并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学生们接受了我

的建议,这一节课就在这个小小的意外中结束了。 

教师探究 

在办公室里,我找来仪器,动手做实验。果真如那男孩所

说,玻璃管中的水位上升了一些,但远远不到可以喷出来的

地步。我继续琢磨这个实验,办公室里的几位老师也对这个

实验感兴趣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实验失败？大家出谋

划策：是不是吹的力气不够？换个男老师试一试,不成功。或

者是玻璃管太长了？换根短的试一试？失败。又或者是烧杯

中的水不够,再加一些水到烧杯中试一试,还是失败。难道是

玻璃管太粗了？有道理,换细管试一试,还是不行,水面上升

了一些,但还是不能喷出来。这下子大家都傻眼了,还有什么

是没有想到的呢？有没有可能是实验设置本身的问题呢？

这个实验利用吹气使玻璃管上方的气压减小,大气压使烧杯

中的水沿玻璃管上升, 终从管口喷出。实验不能成功,很大

原因是玻璃管内液体受到的上下压强差不够大,那么,究竟

怎样才能使玻璃管上下压强差大到足以使水喷出的程度

呢？如果使吹气的管贴近烧杯中的玻璃管,增大烧杯中玻璃

管上方的空气流速会不会好一些？这一次,我们使烧杯中的

玻璃管正立,同时吹气的管紧贴玻璃管,用力吹气。成功了！

这次终于有水从玻璃管中喷出。原来这个试验成功的关键有

以下几个：烧杯中的玻璃管要稍微短一些,吹气的管要紧贴

玻璃管,而且吹气时要用较大的力气。如果按照课本上插图

所画的那样,在玻璃管上方吹气,那么这个试验就很难获得

成功。正当大家庆贺实验获得成功时,一位老师一声欢呼：

“看啊,这样也可以！”他将胶头滴管的胶头取下,大口朝下,

小口朝上,像课本插图那样倾斜放置在烧杯中,再用另一支

玻璃管对着它的上端吹气,两根玻璃管不用紧贴,水也可以

从滴管细口喷出！原来,水沿滴管从下往上运动,管道变窄,

水向上的流速变快,再加上管口吹气使管口上方压强减小,

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就能使实验现象更加明显。按照课本上

的插图做实验,想获得成功,只要做这样一个仪器的小小改

动就可以了。办公室里于是又是一片欢呼声。随后,我们备

课组的老师还共同讨论了使实验现象更明显的办法,如在水

中滴加红墨水染色以及在实验仪器后面用白纸作为背景增

加对比度等等。 

反馈与交流 

第二天的科学课上,果然有许多学生都对我昨天说明的

实验现象提出了质疑,于是我趁势把这个实验设计成探究实

验,利用学生们提出的设想引导他们进行控制变量的探究,

鼓励他们利用常见仪器改良实验,利用学过的知识解释不同

的实验现象。我对学生们进行的各种尝试表示了极大的肯定,

同时还大力表扬了昨天课上提出质疑的男孩,鼓励大家积极

动手尝试,并勇敢对课堂权威提出质疑。 

教学分析与反思 

(1)做一个不断进步的老师 

众所周知,科学是一个十分综合的学科,在初次尝试教

授科学时,许多老师都会感到不自信,但其实有许多方法可

以丰富我们的科学知识：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知识遍及日常生活,不只是我

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所以,我们无法解答学生

提出的问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此时 好的回答是“我

也不知道”或者“这个问题我暂时也不是十分清楚”,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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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指导学生如何寻求答案,因为在这种时候向学生展

示我们对学习的兴趣以及如何学习要比证明自己无所不知

要好得多。同时,对于我们科学老师来讲,接下来要做的事就

是进一步学习科学以及科学过程,我们必须要有通过循序渐

进的学习来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的想法,而不是希望通

过某一次或者是某一段时间的短暂学习掌握全部知识。也就

是说,我们要随时做好课堂上出现意外或者是被学生问倒的

心理准备,正视这些问题,并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在科学

探究过程中也是一样,学会探究的 好方法就是自己动手,

提出问题,观察现象,控制变量,分析数据,如果老师能够成

为学生探究学习的参与者与支持者,那么在探究过程中教师

和学生就都会感受到学习的快乐,而且双方都更容易在这样

的探究活动中有所收获。 

其次是重视集体的力量,与同事合作改进教学。改进教

学的 好方法是反思和研究自己的教学状况。同事可以为反

思和改进教学提供很好的帮助。他们可以提出一些我们没有

考虑到的问题,可以像顾问一样提出有益的建议,以改进我

们的教学。尤其在科学这样一个特殊的学科当中,进行协同

合作时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打破原有思路中的学科局

限,正如前面案例中提到的,大气压强的实验是分科教学中

物理学科的内容,但 终解决这个问题的却恰恰是一位化学

老师。在科学的教学过程中,加强集体备课,把有限的教师人

力资源 大限度的整合和利用起来,这是目前我们能够使用

得 有效的提高效率的方法。而且这种整合,并不是简单的

按照学科进行分类后再进行叠加,我们应该打破原来的学科

局限,大家同样作为科学老师,共同解决问题,或许我们有不

同的学科优势,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把原来

的不同学科融合成起来,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介绍给学生,

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教学过

程中能够得到不断完善。 

(2)激发学生的乐学心理 

情感因素包括好奇、兴奋、坚韧、热情、灵活、怀疑精

神和胸襟开阔。教师在教学中,在展现自己和鼓励学生的时

候都可以设法激发学生的情感因素。也正因如此,在上面的

案例中我对提出异议的学生进行了及时表扬,肯定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展现的情感因素。我们都知道,新概念的“学”从

本质上是肯定和接受学生中心观的,那么怎样把学生吸引到

你的课堂上来,怎样使学生乐于学习这就是关键问题了。仅

仅有精彩的课堂还是不够的,学生的乐学心理主要来源于自

己的创造个性和创造思维所产生的结果能被认可和接受,其

价值能被实现,简单的说,就是能够从学习中得到成就感。那

个男孩先是在课堂上提出质疑,因为他做了实验,而且得出

和老师不同的实验结果,他渴望自己的劳动能够被肯定；而

且事实上,第二天他甚至迫不及待找了同学一起来询问老师

实验结果,我们承认在这里他有渴求知识的心态,但也不能否

认此时他心中渴望挑战权威并获得成功,而且他希望这种成

功能得到他人肯定。我的表扬无疑强化了这种肯定,并且把这

样的讯息传达给学生：欢迎你们的挑战。接下战书的学生们

自然会满怀斗智投入学习,并渴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挑战成功。

看着那个学生得意的神情,看着班上学生斗志昂扬的表情,我

知道,至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会对科学这门学科很感

兴趣,并且愿意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和实践。在这一次本来可以

说是意外的事件中,因为我激发了学生情感因素,无形中反而

增强他们的乐学心理,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 

(3)充分利用即时生成的课堂资源 

课堂之所以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就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体；课堂教学的价值就在于每一节课都是不

可复制的生命历程。处理课堂上的所谓意外,需要教师善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需求,及时调整原来设定的教学内容。因此,

我在第二天的课上安排了课本上并未作要求的探究实验,引

导学生分析问题并改进实验装置：因为我们不仅要让学生们

学会发现问题,还要教会他们设法解决问题。在大部分学生

意识到存在问题后,我们要明确这些问题,并要求他们搜寻

答案,或提出假设,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 后将结果和其他

人进行交流。学生的创造个性和创造思维只有在这种充满智

慧主动性的开放式的求知活动中才能发展起来,也只有在完

成了这样的探究过程之后,我们的教学过程才真正算是完成

了。而实际上有效的探究就应该建立在这样真实自然的探究

环境下,经过一波三折的过程,逐渐揭开科学神秘的面纱,这

样得到的结论才能深深地扎根在学生的心底。学生应该经历

这样的质疑、探究过程,只有让他们开展恰当合理的学习活

动,思维发生碰撞,才能使探究成为他们自身的一种需求。 

科学教学的确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作为科学教师的我们

并不惧怕眼前的困难,我们渴望在这样的教学中与学生一起

经历学习的乐趣,我们也渴望在教学中能逐渐成长,不断进

步,直到真正成为优秀的科学教师。 

[参考文献] 

[1]刘丹.积极教师情感的教育价值及培育策略[J].教学

与管理,2018(06):4-6. 

[2]李亚丽.做不断进步的“经验”教师[J].快乐阅

读,2010(12):71-72 

[3] 王 红 . 公开 课 , 教 师 进步 的 阶 梯 [J]. 中 学 生 英

语,2018(30):80. 

作者简介： 

陈晓燕(1982--),女,籍贯,福建福清人,民族,汉族,职称,中

教一级,学历,学士,研究方向是基础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