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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化实验为导向的
《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教学设计

孙宜峰

（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南海中学，江苏 扬州 225600）

摘要：数字化实验能实时记录实验数据并及时进行处理和分析，具有多种数据的显示方式，有着传统实验无法比拟的优势。数字化

实验应该是今后物理实验教学中的一种导向和趋势，可以激发学生进行定量研究的探索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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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标

（一）通过数字化实验操作，分析归纳得出影响浮力大小的
因素。

（二）经历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的实验过程，学会科学
探究方法。

（三）通过准确测量实验数据，激发学生进行定量研究的探
索热情。

二、重点、难点	

重点：通过数字化实验操作，分析归纳得出影响浮力大小的
因素。

难点：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实验过程的设计及实验数据
采集。

三、设计思想

（一）学情分析
1. 学生通过“认识浮力”内容的学习，初步了解浮力，但对

浮力现象只是表面认识，这种表面认识既是学生进一步学习浮力
的基础，同时对于生活现象的错误认识也为学生学习浮力设置了
思维障碍。为了调动好奇心和求知欲，提高学生观察能力和分析
能力，让他们的思维方式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可以借助
实验加强直观性和形象性，以便学生理解和掌握。通过数据分析
和推理判断来获得新知识，发展学生抽象思维能力。

2. 学生在学习“力”时，已经使用过数字化实验器材力传感
器测量力，已有一定的实验操作基础，加上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
因素实验操作并不复杂，而且数字化实验数据测量准确，有利于
学生进行定量研究得出结论。

（二）教材分析
苏科版八年级教材第五章第四节课题是《浮力》，主要内容

包括认识浮力和阿基米德原理。浮力现象比较直观，学生学习比
较容易。阿基米德原理是很重要的学习内容，也是考试的热点，
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是得到阿基米德原理的基础和前提，认
识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需要学生进行实验和体验，其内容抽象、
综合性强，是学生学习的重点、难点。

（三）设计理念
本节课教学设计渗透了从感性到理性、从生活体验到科学探

究的认识过程，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对现象产生
疑问、提出问题，进而进行科学探究，达到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
目的。有三点特别说明，（1）教材中用水和盐水探究浮力与液体
密度的关系，由于水与盐水的密度差异小，现象不够明显，由于
糖水密度比盐水大，再增加糖水实验，效果更明显。（2）以往的
实验，烧杯和液体不动，移动圆柱体和测力计，改变排开液体的
体积，不够稳定，现在圆柱体和力传感器不动，通过调节升降台
的高度改变排开液体的体积，稳定性好。（3）以往的实验，直接
在测力计上读数，实验现象可视性不强，读数误差较大，现在用
数字化实验力传感器，实验数据及时投射到屏幕上，实验现象直观，

数据采集精确。
（四）教学思路
情境导学、合理猜想、设计实验、实验探学、采集数据、得

出结论。学生分组实验过程是先通过数字化实验探究浮力与排开
液体体积的关系，采用升降台改变排开液体的体积，探究浮力与
液体密度的关系，再把圆柱体分别浸没在水、盐水和糖水中，分
别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四、教学资源	

器材：力传感器 1 个、数据接收终端 1 个、圆柱体 1 个（圆
柱体的体积稍大）、装有水、盐水、糖水的大烧杯各 1 个、铁架
台 1 个、升降台 1 个。

五、教学反思

（一）巧妙采集数据，理论指导实践
数字化实验应该是今后物理实验教学的一种导向和趋势，充

分利用数字化实验，可以提高课堂实验效率，可以激发学生进行
定量研究的探索热情。此教学设计采用数字化实验采集数据，实
现读数精准和操作便捷，但是操作过程中数据采集是一个难点，
有时需要巧妙把握时机，有时需要用理论指导实践。

（二）选择器材确当，提升实验效果
在探究物体受到的浮力的大小与液体的密度的关系时，传统

实验中，学生将圆柱体悬挂在弹簧测力计下分别浸没在纯水和浓盐
水中读取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时，发现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变化很小。
造成实验现象不明显的原因就是浓盐水的密度和纯水的密度相差不
大。而将浓盐水换成饱和的糖水后，学生很容易就能发现弹簧测力
计示数的显著变化，真切感受到物体浸没在密度不同的液体中受到
的浮力大小确实不同，增加用糖水再做一次实验，代价不大、制取
方便、选择确当，提升了实验效果，增强了结论的普遍性。

（三）精确把握细节，确保效果明显。
实验过程中采用升降台，通过调节升降台的高度来改变排开

液体的体积，力传感器保持不动，数据接收终端不需要调整，增
强了实验操作的稳定性，实验效果更好。实验过程中增加用糖水
做实验，由于圆柱体的密度小于糖水的密度而不能浸没，在下面
加了铁片以增大圆柱体的平均密度，使圆柱体能浸没在糖水中，
完成实验探究。

（四）积极活动体验，提升物理素养。
开始组织学生小组讨论实验方案的设计和器材的选择，既提

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培养了学生独立思维的能力。学生设
计记录表格可以让学生领悟实验步骤并进行实验，有利于学生活
动体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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