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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如破竹” 
——基于温度传感技术下的实验教学达到突破物态变化难点的应用研究 

周秀芝 

（北仑区宁波大学附属春晓实验学校  宁波市   315800） 

摘要：科学探究是培养科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奠基和途径，本文以冰熔化、水沸腾，以及干冰升华吸热的科学探究为例，借助温
度传感器来提高实验效率，在教学过程中渗入学科核心素养，通过科学探究建立科学观念、培育学生科学思维，在实验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科学态度和责任，提高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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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背景 
1. 冰熔化实验 

华师版七下科学-观察冰熔化的实验中，主要有这样的问

题：由于冰熔化过快，导致实验数据采集不足，画图得出的熔

化曲线发现，熔化过程中温度持续上升的错误结果，影响了学

生对于晶体熔化特点的正确认知。 

2. 水沸腾实验 

华师版七下科学观察水沸腾的实验教学中，存在以下这些

问题：①实验时间过长②水沸腾时候，温度计上常常有水珠而

导致学生读数困难和误差，从而得不到沸腾时候水温不变的结

果。 

3. 干冰周围有“白气” 

在同一单元，学生难以理解对于干冰升华吸热出现白雾，

白雾是水蒸气遇冷液化产生。学生对于水蒸气遇冷液化是干冰

升华吸热导致的无法形象的理解，吸热没有通过具体量化的数

据，以致在解决习题时候，错误率很高。本人担任 701 和 702

班的科学老师，两个班级总共 73 人，一道关于干冰的题目错了

有 36 人，错误率接近 50%。  

基于以上实验教学中和学生习题中所发现的问题和遇到的

困难，其中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温度的测量无法实时、直观、连

续、精确的测量，温度传感器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二、分析问题 
1.需求性——科学探究是科学核心素养发展的需求 

科学学科的核心素养指出：培养学生顺应自身发展和社会

日益发展需要的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1]。科学学科核心素养的

四个要素相互联系和影响缺一不可。其中科学探究是核心素养

的发展需求。 

2.发展性—科技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教师需建立可持续发

展观 

日益发展的科学与经济，使得教育技术和实验手段高速发

展。其中传感技术在实验中的加入，给传统实验注入了新鲜血

液。作为一个科学教师来讲，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将新的符

合科学发展规律的技术应用到实验教学中去、提高教学的效率。 

3.可操作性——高效应用在实际教学中，改进传统实验教学 

传感器是一种采集力、热、光、电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器

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地方应用了传感器。比如商场的自

动感应门，就是利用了红外传感技术；电子秤就是用到了压力

传感技术等。 

而在物态变化中，温度传感器由于可以实时测量、连续记

录实验数据、可定位任一时刻的实验数据、高精确度和灵敏度

的优点，可以很好的改进传统物态变化实验。 

三、实施原则——利用温度传感器突破物态变化的教学难点 

1.突破获取数据难点-冰熔化实验 

温度传感器具有实时测量、连续记录实验数据的功能，能

有效解决这个冰熔化过快，实验数据采集不足的问题，建立正

确观念。 

2.突破方案设计难点——水沸腾实验 

水沸腾实验存在的这些问题：①实验时间太长主要原因是

加热缓慢，由于石棉网在中间，热损较大，并且水质量大，所

以将烧杯改为大试管，缩短实验时长②水沸腾后撤去酒精灯，

还要再沸腾一会是由于铁圈和石棉网的余热，也用小试管代替

烧杯解决④水沸腾时候，温度计上常常有水珠而导致学生读数

困难和误差，从而得不到沸腾时候水温不变的结果。我们可以

依托温度传感器的数据显示和自动绘图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 

3.突破思维难点——干冰升华周围有“白气”现象的理解 

学习到物态变化升华时，学生往往会认为“白气”是二氧

化碳，难以理解“白气”是干冰升华吸热，导致空气中的水蒸

气遇冷产生。对吸热形象体会需要直观、可视化的实验来对他

们已有的认知进行冲突，从而建立正确的认知。所以，我通过

这个实验来突破这个难点。 

实验仪器和药品：家用压缩袋、抽气泵、温度传感器、干

冰。  

实验步骤：（如图 3.3.1,3.3.2） 

（1）干冰放在烧杯中和压缩袋内（与空气直接接触）观察

干冰周围现象。 

（2）将温度传感器放入干冰附近，记录干冰附近空气温度。 

（3）密封压缩袋，抽气完成后，旋紧盖子，观察袋内现象

和记录此时温度。 

（4）再打开压缩袋，与空气接触，观察袋内现象。 

 
实验现象： 

（1）干冰周围出现“白气”（2）温度为-53.40C （3）抽气

过程中没有“白气”，抽完气后，压缩袋渐渐鼓起来，袋内仍未 

（下转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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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白气”，压缩袋外有水雾 

（4）袋内又出现“白气”。 
这个实验对学生固有错误认知“白气”是二氧化碳气体”

形成冲突。抽气完压缩袋内有干冰升华的二氧化碳气体，但没
有水蒸气（或者残留一些少量水蒸气现象不明显），实际上并没
有出现“白气”，所以“白气”不是二氧化碳。并且其沸点很低，
所以也不是遇冷液化而来。“白气”用玻璃板罩在其上方会有小
水滴滴下来，所以是小水珠。压缩袋外的水雾及时用干抹布擦
除，以免干扰实验，同时也说明是袋子外有水蒸气遇冷液化，
水雾形成在外面，让学生能进一步理解。最后，再次打开压缩
袋，袋外的水蒸气又进入袋内，遇冷液化又产生“白气”。 

四、有效、科学、合理使用传感器 
传感技术虽然在教育教学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在使用

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能将传感技术生搬硬套应用于所有的科学实验中 

传感实验与传统实验教学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思考哪些实
验用传感实验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哪些实验用传感技术
反而抽象，适得其反。如：比较不同物质溶解过程中能量的变
化，吸热和放热通过用手触摸比温度传感器数字显示更让人印
象深刻、更直观。 

初中的光、电与磁的实验教学用传感技术反而会让实验变
直观为抽象，所以教师要根据课程内容合理选择合适的教学方
法，满足学生的需要。  

2.不能以传感演示实验取代学生实验 
传感技术应用于教学中时，由于该技术装备费用较高、要

求高，一般学校无法配套学生实验，只能通过教师演示，但是
教师演示实验不能够全部代替学生实验，否则无法培养学生相
应的实验技能和数据处理、画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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