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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地理课堂中存在的一些实验问题，并以此问题为突破口，提出可利用生

活器材来进行高见度实验的完善和开发，并将实践过程进行梳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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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实验因其特有的作用和教学魅力已经引起广大教师和学生的重视，但在实践过程

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地理课堂中，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一是实验时间太长，如操场上的竿影长度随太阳高度角的变化（一天中和一年中）而变

化实验，做这个实验所花时间太长，实验时间太会严重影响上课进度和上课效率。 

二是实验效果不明显，如热力环流演示实验，效果不明显，实验效果不明显会导致得不

出正确的实验结果或是得出的结果不能完全让学生信服，导致学生对实验结果半信半疑。 

三是实验难模拟，如火山爆发、霜、雪、雨的形成过程，实验难模拟会使学生失去感性

认识，进而不利用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会影响学生对地理这门课的学习兴趣。 

为此，笔者经过实践研究，利用生活器材开发的“高见度”地理实验，可以有效克服上

述问题，提高地理实验教学有效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一、竿影长度的变化实验 

（一）实验简介 

浙教版《科学》七下第四章第三节《地球的绕日运动》一课中实验，它是通过观察操场

上一天和一年中竿影的变化，从而得出一天中或一年中，竿影随太阳高度角的变化规律。（如

图 1所示） 

 

 

（二）问题分析 

第一：实验时间太长：这个实验，明显实验时间太长，少则一天多则一年，实验时间太

长，不利用学生观察的实验。第二：受天气影响大：特别是如果碰到阴雨天，学生更不能直

接观察，不观察或难观察，都会影响正确结论的得出，也会影响上课进度和效率。 

（三）实验改进 

                                                             
本文是浙江省教学研究课题《“高见度”微创实验的开发和教学研究 》（编号 06329）成果之一。 

图 1 竿影长度的变化实验 图 2 竿影长度的变化改进实验 



1.实验装置图 

如图 2所示 

2.实验材料 

二个呼拉圈，一块塑料板，二张广告纸：一张黄的、一张蓝的（反而有胶的那种），一

个激光笔，一个圆柱形笔帽或塑料竿 

3.装置制步骤 

第一步：把塑料板剪成呼拉圈大小，使其中一个呼拉圈刚好放在上面时，看不到塑料板

的边缘为宜，把黄的广告纸贴在塑料板上，再把呼拉圈放在呼拉圈上面并用百得胶胶水粘住。 

第二步：把蓝的广告纸剪成圆形，在上面按一定的比例画上赤道、南北回归线等，对准

黄的广告的圆心贴上（如图 2所示）。 

第三步：将另一个呼拉圈剪掉一半，在其两头分别套上一个半环（目的是它能在下面一

个呼拉圈上滑动）并把它扣在下面的呼拉圈上。在其中间也套上一个半环，在环上贴着一个

激光笔。 

4.实验操作过程及现象 

第一步：把圆柱笔套放在下面蓝色区域的某一位置，代表旗竿此时所处的位置。 

第二步：把激光笔打开，模拟太阳光，并从东端移到西端，模拟太阳东升西落，此时可

以看到一天中竿影的变化随太阳高度角的变化情况。 

第三步：固定太阳（激光笔）在呼拉圈上的位置不变，移动白色呼拉圈两端的半环，使

它向上或向下移动，模拟太阳向北或向南移动，此时可以看到一年四季中，竿影随太阳高度

角的变化而变化情况。 

5.装置使用优点 

①演示时间短：整个演示过程时间短，为上课节约了好多时间，提高了课堂效率。 

②演示过程全：此实验不但能演示一天中的竿影随太阳高度角的变化情况，也可以演示

一年中的竿影随太阳高度角的变化情况。 

③装置制作简单：整个装置制作简单方便，易推广。 

二、热力环流演示实验 

1.实验简介 

此实验是浙教版《科学》八上第二章第一节《大气层》的内容，主要是通过烧杯中烟的

运动情况来了解空气的对流运动。 

2.实验存在的问题 

一是因为烟是灰白色的，观察的现象不是很明显；二是由于在同一个烧杯中，烟的上升

和下降马上会充满整个烧杯，观察时间短；三是平常生活中学生的前概念知识是烟就是上升

的，学生的前概念知识干扰了对流的感知。 

3.实验改进 



1.实验装置图 

如图 3所示 

2.实验材料 

一个紫烟香，二根玻璃管，一段 220V 30W

的电热丝，底盘支架一个、PCV管弯接二个，直

管一段，塑料白板一块 

3.装置制步骤 

第一步：在 PVC 直管中间钻个洞，再把底座固定在那个洞中，并把导线也从这个洞中穿

过。 

第二步：在导线端接上 220V 30的 W电热丝，并拉到适当位置，如图 3所示，并用胶水

把 PVC二个弯接接上，并在弯接上接上二段玻璃管并用胶水封住。 

第三步：将塑料白板固定在底座后面以作背景使用，并把小风轮固定在背景塑料白板上，

要求是：小风轮要对准右则玻璃口上方为宜。 

4.实验操作过程及现象 

第一步：把电热丝插上电，一开始小风轮还没转动。 

第二步：过一会儿，可以看到小风轮开始转动，一开始慢慢转，后来逐渐加快。 

第三步：在左则玻璃管口放一个点着的紫色香，可以看到紫红色烟从左则“吸”进去并

在右则看到紫红色的烟往上升的现象。 

5.装置使用优点 

①可见度高：在实验演示时，因为有二点，一是加了白色背景板，二是用了紫红色烟使

实验视觉效果特好，台下的人看得很清楚。 

②时间短：由于加了电热丝，大大缩短了演示此实验的时间，并且因为有了电热丝，可

使空气持续受热，延长观察时间。 

③上下分清：U型管解决了空气上升下降混在一起的问题，使实验效果更好，更利于结

论的得出和学生对于对流运动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三、火山爆发模拟实验 

浙教版《科学》七上第四章第四节《地壳变动和火山地震》有一幅图是火山喷发示意图。 

（二）问题分析 

第一：此图是静态的，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即使放火山喷发视

频，效果也不是很好，不震撼。 

（三）实验改进 

1.实验装置图 

如图 4所示 

图 3 对流装置图 

图 4 模拟火山爆发实验 



2.实验材料 

一瓶 300ml或 600ml可乐，一个带尖嘴导管的橡皮塞，50克左右的细盐 

3.实验操作过程及现象 

第一步：买一瓶 300ml可乐，打开。 

第二步：把 50克细盐直接放进可乐里，并用一个带尖嘴导管的橡皮塞塞上。 

第三步：可以看到可乐像火山爆发时一样，沿着导管向上冲，并冲到 5米左右。 

4.实验原理 

当细盐分散到可乐或雪碧后，溶解在水中的二氧化碳气体会附着在细盐颗粒表面，导致

瓶内气压急剧上升，所以会冲出来。 

5.装置使用优点 

①模拟逼真：此实验模拟火山爆发很逼真,因为岩浆有点红红的，而可乐刚好也这颜色。 

②效果震撼：此模拟实验效果很震撼，竟可以往上冲 5米左右，学生看到都不相信自己

的眼睛。 

③装置制作简单：整个装置制作简单方便，易推广。 

四、霜、雪、雨的形成 

1.实验简介 

此实验是浙教版《科学》八上第二章第一节《风和降水》的内容，书上用一个表面皿放

在盛有半杯水的烧杯上，用来模拟雨的形成过程，书上同时介绍了当小冰晶下降时会形成雨

的过程。 

2.实验存在的问题 

教材中有雪、霜的字样,虽然雪、霜，特别是雪大家都看到过，但对于雪、霜的形成原因

及过程不够明确,而许多城市里的孩子可能连霜都没见过。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种既没有直

观感,又没有相应的理性分析基础，着实难理解。 

3.实验改进 

1.实验装置图 

如图 5所示 

2.实验材料 

一个棕色瓶，一个大铁夹和铁架台，黑背景，若干干冰，一个手机 

3.实验操作过程及现象 

第一步：网购若干干冰，并把桔色瓶固定在铁架台的大铁夹上。 

第二步：打开手机中的手电筒，把手机放在离瓶底 20cm 正下面，并使手电筒的光照着

棕色瓶底。 

第三步：把干冰放一些到棕色瓶中，在瓶口可以看到有大量的白气生成。在瓶壁上可以

看到有大量的霜形成，如图 5所示，在瓶底还要吧看到有少量的雪花在往下飘，再下去点，

图 5 雪霜形成模拟实验 



少量雪花就没了，变成小水珠了。 

4.装置使用优点 

①可见度高：在实验演示时，看到了大量的霜和少量的雪并且使学生明白它们形成的整

个过程，特别是雪花后面变成了小水珠，效果特好，学生更理解为什么在高空中的小冰晶到

地面会变成水这一现象。 

②实验装置简单：整个装置组装简单方便，如果改成试管，更可以进行分组实验。 

五、思考提高 

  以上所举的实验材料基本上都是用生活器材开发的，有的是生活用品，有的是废弃物，

实验成本低，虽然成本低[1]却实验价值不低，实验成本低但所含智慧不低，实验成本低但

比较亲近学生，同时完全体现科学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的科学理念。当然在制作地理

实验时，除了成本低外，还要考虑制作是否简单，操作是否方便，实验装置是否科学性等，

更要具有高见度，使实验现象能在实验过程中凸显出来，同时所做实验时间也不能太长，最

好是一针见血，立竿见影。从制作的对象来看：绝大多数创新教具还是教师们自己在制作，

为了更发地挖掘实验功能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后在制作或开发创新实验时应多让学生参

与，让他们也加入到创新教具的活动中来，这样不但可以拓展课本知识，还能培养他们的创

新意识和动手能力。从制作途径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2]一是利用数码科技

产品开发实验；二是利用废弃物品开发实验；三是利用生活用品开发实验；四是利用实验器

材组合实验等。从开发方向上：我们要从三高去看：高见度，高透明度和高成功率。当然为

了使自己的创新视野更宽更广，我们也可以借助互联网，建立 QQ 群，微信公众平台等，与

全国各地的创新爱好者一起研究，一起讨论，让我们的创新教具更好、更强地服务于我们的

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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