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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是在学习动、植物细胞的结构的基础上，通过问题

探讨，分析了渗透作用发生的条件和原理，为探究植物细胞的

吸水和失水奠定了理论基础。教材中建议利用洋葱表皮细胞进行

实验，实验操作过程复杂，存在安全隐患，耗材多，实验现

象不明显。因此笔者在实验教学过程中，结合生物学知识，引

导学生利用校园内的植物材料进行本实验的探究，寻找最理想的

实验材料。

1  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进行《植物细胞的失水和吸水》时，教材中选取紫色洋

葱的表皮细胞作为实验材料。在开展实验教学时，需购买实验

材料，消耗洋葱多，且洋葱气味重，熏眼睛，越向内层取材，

细胞液的色素越淡，实验效果不明显；同时学生在制作临时装

片时，利用刀片徒手操作，不易制备单层表皮细胞，也存在手

被刀片割伤的隐患；学生制作的临时装片，细胞层数多，滴加

浓度为0.3g/ml的蔗糖溶液后5分钟的观察结果，细胞质壁分离

不明显。

2  实验改进措施

2.1改进的理论基础

该实验探究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紧密，容易激发学生探究

的兴趣。而成熟植物细胞，放到一定浓度的溶液中，就构成一个

完整的渗透系统；当外界溶液浓度大于细胞液浓度时，植物细胞

渗透失水；由于细胞壁和原生质层的伸缩性不同，细胞壁伸缩性

较小，而原生质伸缩性较大，从而使二者分开出现质壁分离；反

之，外界溶液浓度大于细胞液浓度，则细胞通过渗透吸水；因此，

在理论上成熟植物细胞均可作为实验材料。

2.2实验材料的选择

在完成物质跨膜运输的实例教学后，引导学生选择校园内的

植物细胞作为实验材料（例如：吊兰、迎春花叶片、黑藻叶片、韭

菜叶片、野草叶片等），组织部分学生进行植物细胞吸水与失水的

预实验，去寻找适宜的实验材料，探索适宜的实验条件、实验操

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通过预实验，且与洋葱表皮细胞进行比

较与分析，发现黑藻叶绿素多，细胞质成绿色，且是单层细胞，实

验操作简单，可以直接制作临时装片进行观察，质壁分离与复原

现象极为明显，是探究植物失水和吸水的理想材料。同时还可以

观察植物细胞叶绿体的形状和分布，细胞质的流动性，增加了实

验观察内容，实现实验的整合，有效解决生物教学课时不够的问

题，提高生物实验材料的利用率，拓展学生对生命现象的理解和

认识，有利于生物学核心素养的落实。

2.3实验过程以及操作

①用镊子取黑藻叶片细胞，将它平展地放在载玻片中央的清

水滴中，并盖上盖玻片，显微镜下观察结果，用低倍镜观察黑藻

叶片细胞细胞壁和细胞膜之间的相对的位置。

②从盖玻片的一侧滴入0.3g/ml的蔗糖溶液，在盖玻片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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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藻是教材中观察细胞质流动的实验材料，叶绿素多，且是单层细胞，通过预实验，是观察细胞质壁分离和复原现象
极为明显，因此，本人进行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时，采用黑藻作为实验材料，实验用时短，实验效果显著，同时可以观察植
物叶绿体的形态结构和细胞质的流动性，拓展学生对生命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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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用吸水纸吸引。这样重复几次，黑藻叶片细胞就浸润在蔗

糖溶液中。注意重复3-4 次。再用低倍镜观察黑藻叶片细胞细

胞壁和细胞膜之间的相对的位置，得出实验结果。

③从盖玻片的一侧滴入清水，在盖玻片的另一侧用吸水纸吸

引，这样重复几次，黑藻叶片细胞就浸润在清水中，还用低倍镜

观察植物细胞壁和原生质层的相对位置，得出实验结果。

2.4实验结果及分析

黑藻的叶绿素多，细胞质成绿色，且是单层细胞，实验操作

简单，可以直接制作临时装片进行观察，清水，植物细胞膜紧贴

细胞壁，滴加0.3g/ml 的蔗糖溶液后5 分钟后，黑藻细胞发生

质壁分离，现象极为明显，滴加清后，植物细胞发生质壁分离复

原，速度较快，通过实验探究发现，黑藻是探究植物失水和吸水

的理想材料，同时还可以观察植物细胞叶绿体的形状和分布，细

胞质的流动性，增加了实验观察内容，实现实验的整合，提高生

物实验材料的利用率，节省时间。

3  总结与反思

3.1在探究植物细胞失水和吸水过程教学中，为节约时间和

不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只要求少部分学生在预实验过程中参与了

实验材料的选择和论证，最终确定黑藻作为本实验材料，实验

探究过程与用洋葱表皮细胞一致，如果有条件，让全体学生参与

到实验材料的选择中来更好。

3.2通过利用生活常见的资源完成实验探究，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实验探究能力和科学思维，激发学生利用生物学知识解释生

活中的现象，但是考试中以教材为本，学生在答题时运用了改进

的实验材料、思路等，造成学生丢分，所以实验创新和改进是，要

考虑与实验考察之间的矛盾，理清植物细胞失水和吸水的原理，

避免学生丢分。

3.2在实验改进和创新时，决不能加重学生学习任务，更不

能影响实验结果的情况下，严格遵循科学原理和新课程标准实施

的要求，结合本地区生物资源特色，以及本校的实验条件，系统

分析，认真筛选，通过预实验和实验教学进行价值判断，推进生

物学实验课程资源利用的标准化、科学化、特色化以及多元化；积

极开发和利用，提高学校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方便实验教学，促

进本校生物实验教学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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