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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48次“变身”

学习，是从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的旅程。 刘志永/绘漫画课堂

□ 刘书行

二年级学生要开始学习片段写

作，可是学生学起来很吃力，似乎兴

趣不够高。一次备课时，我突然有了

一个想法，让学生成为文章里的主

角。回想起小时候的自己，崇拜故事

里的英雄，时常会幻想自己就是英

雄。让学生成为故事里的英雄，他们

会怎样呢？于是我开始编故事、找图

片、做PPT，忙了起来。

整个班级有48名学生，我希望所

有学生都成为故事里的人物。但怎

样实现这一目标？我设计了一个传

统武侠小说的开头，市博物馆里一件

十分珍贵的文物被盗，需要一批有超

凡能力的人去找回来。于是，各路英

雄纷纷登场，而那些英雄正是我的48

名学生。

班里有一名学生叫赖道鸿，个子

高高的，眼睛大大的，性格也很好。我

决定先把他放进故事里。想到影视剧

里有一位广东武术高手叫黄飞鸿，于

是就把他们联系起来，在故事里给这

名学生赋予了非同一般的能力，其中

最为厉害的招数就是“佛山无影脚”。

这就是故事里的第一次变身。

第一次变身篇幅比较短，但是由

于语文老师这个大反派的出场和黄

飞鸿十分霸气的打斗图片，使得在

PPT 展示时整个班级都沸腾了。学

生好奇、惊讶、兴奋、狂喜，最后开始

大喊大叫，敲着桌子齐声大喊“黄飞

鸿！黄飞鸿！黄飞鸿”！那位变身为

黄飞鸿的赖同学，极力保持镇静，但

我看他小脸发红，眼睛里放着奇异的

光彩，内心的兴奋无法掩饰。

有了第一次变身带给我的鼓励，

我想继续编下去的信心大增。第二

周，我编的故事里增加了3名学生。他

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名字里都有一个

“杰”。那干脆就叫“深圳三杰”吧！我

给他们每人配上一张精美的图片，腾

空飞跃的“玉面飞侠”，白马银枪的“白

袍小将”，还有挥舞蒙古弯刀的“沙漠

小王子”。3位小英雄的出场，又一次

让整个课堂沸腾了。进入故事的孩子

禁不住摩拳擦掌，似乎就要上阵厮杀

一般；故事之外的孩子，羡慕与向往之

情溢于言表。他们一遍遍追问：老师，

什么时候有我？老师，赶紧写我吧！

老师，我想变成谁……下课铃声响了，

孩子们一窝蜂围过来向我提要求，不

让我离开教室。

看到孩子的兴趣这么高，我也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要他们写出自

己喜欢的环境片段、故事片段和人

物外貌描写等，然后挑选比较好的

放进故事里。

就这样，48次变身持续了两个多

月，学期结束就放假了。假期里，几

个还没有变身的学生通过QQ给我提

要求。而另外几个孩子，已经开始用

铅笔写自己的故事了。

遗憾的是，48 次变身并没有完

成，因为我报名参加了去新疆喀什的

支教活动。在假期还没有结束就飞

往喀什，开始了新的教学工作。

支教回来后，学校给我安排了新

的任务，不再教原来那帮“小英雄”

了。可孩子们遇到我，总是十分热情

地问候，不少学生会停下来和我聊两

句。他们经常会问我：“老师，我们的

48 次变身什么时候完成？”这时我会

笑着对他们说：“这个任务就由你们

来完成啦！”

如今，这群“小英雄”已进入毕业

季，个个都变得成熟稳重起来，见到老

师时脸上的表情也严肃了许多。当年

的捣蛋鬼，如今变成彬彬有礼的花季

少年了。可他们依然会来问我：“老

师，我们的48次变身什么时候完成？”

就在前几天，一名学生来到办

公室，手里拿着笔记本，有点羞涩地

告诉我：“老师，这是我写的。”我接

过来翻看，原来是一个日记体探险

故事。我数了数，有 20 多篇。我看

着他，想想他当年的语文成绩，心里

充满了感慨。他告诉我，已经坚持

写了好几周，还要继续写下去。最

后他说：“老师，我们班有好多人都

在写，林晖皓都写了两本了，还有王

可睿每篇都写很长！”

我心里一热，觉得有些话想说，

但又无法准确表达出来。于是我对

他说：“那好啊，我一定要拿来看一

看！”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那一粒写

作的种子已经埋在了学生心里。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平湖实验学校）

导入新课：

师：鱼类在水中会受到水的压

强，那么在大气中的物体是否会受到

大气的压强呢？今天这堂课，就让我

们一起来认识“大气压”。

讲授新课：

感受大气压的存在

师：老师先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

实验1：在一个玻璃杯里盛满水，

杯口覆盖一张硬纸片。用手托住纸

片，把杯子倒过来，把托纸片的手移

开后，观察现象。

师：你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生：纸片没有掉下来。

师：为什么？

生1：是水把它吸住了。

生2：是大气把它托住了。

师：怎样证明是水吸住的，还是

大气托住的？

生3：如果是水吸住的，那么在抽

走大气仍然有水的情况下，纸片是不

会掉下来的。反之，如果是大气托住

的，纸片就会掉下来。

实验2：把刚才的水杯倒放在玻璃

钟罩内，并用抽气机不断往外抽气。

现象：气抽到一定程度时，纸片

掉落。

师：现在你知道是水吸住的，还

是大气托住的吗？

生（齐声）：是大气托住的。

师：大气是向什么方向托住纸

片的？

生4：向上。

师：同学们，下面两个实验分别

有什么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

象呢？老师为大家演示。

实验 3：用吸管吸牛奶盒中的牛

奶，当牛奶吸完后继续吸，观察现象。

实验 4：将一只薄膜塑料袋放入

广口瓶内，使塑料袋尽可能贴近瓶

壁。将袋口沿瓶口翻过来，用橡皮筋

紧紧扎在瓶口上。试试看，你能否将

塑料袋从瓶内拉出来。

生5：牛奶盒会变瘪。因为牛奶

吸完后继续吸，使牛奶盒内的压强变

小了，外界的大气压大于盒内的压

强，把牛奶盒压扁了。

生6：塑料袋拉不出来。因为塑

料袋贴近瓶壁，同时袋口扎紧，使塑

料袋与瓶内壁间的气压变小，外界的

大气压将塑料袋紧紧压在瓶内壁上。

师：大气是向什么方向压牛奶

盒、压塑料袋的呢？

生7：向内压牛奶盒。

生8：向瓶内壁压塑料袋。

师：大量现象表明，大气向各个

方向对处于其中的物体会产生力的

作用。大气产生的压强叫大气压强，

简称大气压。

（教师出示三张图片：吸饮料、吸

盘式挂钩、自来水笔吸墨水）

师：思考与讨论1：杯中的饮料为

什么能够通过吸管进入口中？

思考与讨论 2：带有挂钩的吸盘

为什么能牢牢贴在瓷砖表面？

思考与讨论3：自来水笔吸墨水，

当把笔上的弹簧片按几下时，墨水就

吸到橡皮管里去了，为什么？

生9：吸饮料时，将吸管内的空气

吸走，使吸管内的气压变小，外界的

大气压大于吸管内的压强，向下压饮

料，把饮料压入口中。

生10：吸盘压在墙壁上时，挤走

了吸盘与墙壁间的空气，使吸盘内的

压强变小，外界的大气压大于吸盘内

的压强，将吸盘紧紧压在墙壁上。

生11：自来水笔吸墨水时按压弹

簧片，使橡皮管内的空气被挤走，橡

皮管内的压强变小，外界的大气压大

于管内压强，将墨水压入橡皮管。

师：相信同学们现在对大气压是

存在的已经深信不疑。其实古人很

早就注意到大气压强这个现象了。

早在1654年，德国马德堡市市长格里

克就在马德堡市公开表演了一个著

名的实验——马德堡半球实验。他

将两个直径为 30 多厘米的空心铜半

球紧贴在一起，用抽气机抽出球内的

空气，然后让马向相反的方向拉两个

半球。直到两边的马各增加到 8 匹

时，才把半球拉开。

（教师播放视频，介绍“马德堡半

球实验”）

师：在实验中，用了 16 匹马才把

这两个半球拉开，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12：大气压很大。

测量大气压的大小

师：那 么 ，大 气 压 到 底 有 多 大

呢？我们能想办法粗略测量吗？

（教师出示一个去掉针头的注射

器，演示在注射器活塞推到底部，前

端堵住和不堵住两种情况下，拉动活

塞有什么不同）

师：为什么两种情况下拉动活塞

有所不同？

生1：前端不堵住时，活塞内外两

侧都是大气压，压强差为零，所以能

轻松拉开。

生2：前端堵住时，因为活塞已推

到底部并堵住，则活塞内侧压强几乎

为零，外侧受到大气向内的压强，所

以拉动活塞时需要克服大气压力。

师：借助注射器，我们可以怎样

测量大气压强？

生3：利用 P=F/S，只要测出大气

对活塞的压力和活塞的作用面积，就

可以计算出大气压强。

师：如 何 测 出 大 气 对 活 塞 的

压力？

生4：测量活塞刚好被拉动时所

需的拉力大小，利用二力平衡得出大

气压力等于拉力。

师：如何测出活塞的作用面积？

生5：用刻度尺测出活塞上有刻

度部分的长度 L，查出注射器的容积

V，利用 S=V/L，计算出活塞的作用

面积。

师：根据以上方案，实验中需要

用到哪些器材？

生6：注射器，弹簧测力计，刻度

尺等。

师：实验前，活塞是否需要推到

底部？是否需要堵住前端？如果没

有推到底部，会对实验结果产生什么

影响？

生 7：实验前，活塞需要推到底

部，排尽空气，并用橡皮帽堵住前

端。如果没有推到底部，则注射器内

会残留空气，使所需的拉力偏小，计

算的大气压也偏小。

师：实验中，水平方向上活塞只

受到大气压力一个力吗？

生8：还有活塞与器壁之间的摩

擦力。

师：如果考虑摩擦力，会对实验

结果产生什么影响？

生9：会使所需的拉力偏大，计算

的大气压也偏大。

师：摩擦不可避免，所以我们这

个实验也仅仅是粗略测出大气压的

大小。

（学生分组实验：粗略测出大气

压的大小，并汇报实验结果）

师：1643年意大利科学家托里拆

利通过实验得出 1 标准大气压=760

毫米水银柱=76 厘米水银柱=1.01×

105 帕=10.3 米水柱。而且在我们身

边，也有非常简单的能测量大气压的

仪器。

（教师介绍空盒气压计和水银气

压计）

课后反思

本节课以实验为主要载体，突出

体现了“科学源于生活”的特点，用生

活化的例子使教学重难点逐一突破，

设计思路如下：

一是生活化导入，调动学生的学

习热情。本节课之前，学生已经学习

过有关液体压强的知识，同时对液体

压强也有切身感受。但是，处在大气

中的我们却感受不到大气压，甚至忽

略它的存在。本节课以设问引入“在

水中的鱼受到了水的压强，那么在大

气中的物体是否也受到了大气的压

强”，生活化的导入可以在瞬间集中

起学生注意力，调动起学生学习热

情，进而为后续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

基础。

二是生活化情境教学，提高学生

课堂参与度。本节课在进行“覆杯实

验”时，充分尊重了学生的认知，利用

实验排除了“纸片是被水吸住的”这

一猜想，这样的教学模式对教与学都

有着积极作用，可以让学生对教学知

识产生兴趣。当然，生活化情境教学

的构建，需要教师全面把握科学教材

和学生学情，用学生熟知的生活内容

构建情境并设定问题，以促进学生思

维的发散，推动学生的有效探究。

三是巧用生活化实验材料，让学

生全面把握科学知识。实验教学要

敢于突破课本限制，基于现实情况加

强创新。本节课教师在前面感受大

气压的铺垫下，运用注射器这种学生

熟悉的器材，粗略测量大气压的大

小，不仅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大气压，

同时对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误差的

分析等能力都有了综合提高。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临安

区锦城第四初级中学）

一次，江西省教育厅安排的

专家送教下乡活动在我校开展。

我有幸聆听了由南昌外国语学校

教师徐丹丹执教的阅读教学新授

课——《张衡传》，受益良多。

徐丹丹老师这堂课的主要流

程是：由朗读自创的个人传记开

始，既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了自己的

学习工作经历，又巧妙设问引入新

课——《张衡传》，一举两得。

第二个环节为初读课文，理解

文意。徐丹丹老师以段落为单位，

分别让学生由个人读、集体读等形

式朗读文章，并且在听学生读的过

程中，点拨重点词语的意思，甚至

联想拓展相关成语等。这样做，既

很好地检查了学生的预习情况，又

有了知识的拓展积累。这是阅读

教学的基础。

第三大环节是再读课文，梳理

张衡的生平事迹。徐丹丹老师让

学生自主思考，以表格（包含时间、

官职、事迹）的形式让学生逐步梳

理出张衡在不同时间所担任的官

职和经历的事件，这样就较好地把

握了传记的主要内容，符合传记教

学的教学宗旨。到这个环节为止，

传记的教学内容基本完成。但徐

丹丹老师的设计别出心裁，还有第

四个环节，探究张衡的精神内核，

以启发学生，悟出做人做事的深刻

道理。最后，以一副对联（上联：天

才、奇才、全才，才高于世 下联：

人品、文品、官品，品正为范 横批：

才品双馨）结束这节课。

总的来看，整堂课教学目标明

确，设计思路清晰，师生互动频繁，

教学效果显著。具体来看，主要有

以下几个亮点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导入设计清新别致，彰显

读写结合坚实功底。在平常的语文

教学中，一些教师可能会有这样一

种看法：课堂的导入该怎样设计？

到底要不要设计？有时总感觉落入

俗套或多此一举，而徐丹丹老师的

这堂课就在新课导入环节给了很好

的启发：导入不仅要设计，还要精心

设计好。一个好的导入设计能够很

好地引导学生进入课文学习的情

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给了学生

明确的学习方向，也能起到“牵一发

而动全身”之良效。因此，徐丹丹老

师精心设计的导入，以提问的方式

让学生感知了人物传记的基本写作

思路，为下一步学习课文打好基础，

同时又彰显了自身深厚的写作功

底，这也很好地启发学生——读写

结合、学以致用，也是语文学习的两

大重要职能。

其次，师生互动频繁多样，彰

显合作探究理念。“自主、合作、探

究”是新课标背景下的一大重要学

习理念。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往

往都是教师讲、学生听和记的模

式。而如今，这种模式已经无法满

足当下的学习和教学形势。徐丹

丹老师这堂课主要有以下一些互

动形式：一是充分朗读。有学生单

独分段读，有小组齐读段落，也有

全班齐读某些段落。在朗读中，学

生揣摩句意，挖掘人物精神内涵。

而教师在听学生读的过程中，检查

预习效果，指出该纠正的字音字义

等，夯实了语言基础，为理解文本

打下基础。二是小组合作探究。

无论是对文章内容的梳理，张衡所

取得成就的概括，还是分析张衡的

个性品格等，都是经由学生在充分

朗读的基础上进行小组讨论，再形

成相应的结论。

最后，人品分析深刻独到，彰

显立德树人宗旨。按照常规的教

学思路，分析一篇人物传记，能归

纳概括该主人公所取得的成就即

可，但徐丹丹老师没有就此止步，

而是带着学生深入挖掘张衡取得

如此巨大成就的优良个性品格。

这样一来，既深入解读了文本，又

给学生的思想品德带来了熏陶，

使学生深受教育，明白了更多做

人的道理。这一环节的设置，真

正体现了立德树人的育人宗旨，

值得赞颂。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崇义中学）

在阅读教学中
挖掘人物精神内涵

□ 肖东洋

观课笔记课事

好课实录 □ 阮丽萍

本节课要求学生能感知到大气压的存在，知道大气压的数值，

并理解测量大气压的方法、原理。但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

对大气压的存在感知不足，对测量大气压的方法也不够理解，学得

不够透彻。那么，如何让学生利用生活实例来感受大气压的存在，

如何设计课堂内能进行的实验来测量大气压，我在教学中做了如

下尝试。

教学背景

探究生活中的大气压
——浙教版科学八年级上册《大气压》第二章第三节课堂实录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