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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老师又提出一系列问题，
引导同学们自己动手探索真相。

用竹签戳气球，气球可能不爆炸，
对吗？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积极协
作，小心翼翼地将竹签戳进了气球，有
的小组瞬间就戳破了气球，而有的小
组的气球竟然没有爆炸，同学们开始积
极探索是否与戳的位置有关系，最后总

结出，穿过中间会破，穿过系口附近以及
气球顶端厚点处不破，甚至有的小组还将

竹签穿过了整个气球。
气球放在火焰上烧，气球可能不破，是真

的吗？同学们针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快速讨论
起使气球烧不破的方案，他们想到了在气球
里灌水，经过实验，灌水气球果然烧不破。

用剥过橙子的手轻拿气球，气球可能爆
炸，是真的吗？随着实验开始，同学们开始剥
橙子，兴致勃勃地尝试起来，一声声“砰、砰、
砰”的气球爆炸声夹杂着同学们的尖叫声在
教室里响起。原来橙子皮里有丰富的芳香烃
类化合物，它对橡胶（气球）的溶解度很强，这
两种物质遇到一起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就会导致气球爆炸。

用激光笔照射气球，气球会爆破，这是真
的吗？几个胆大的同学高高地举起了双手，争
着想要当个“激光爆破员”。他们上台用激光
笔对准了不同颜色的气球，其他同学紧紧地
捂住了耳朵！

602班的凡傲杰同学感叹：“气球是生活
中很常见的东西，我之前没想到小小的气球
里有这么多的科学奥秘。科学太有趣了！”

“验证一个结论比纯粹学习一个结论更
重要。孩子们在动手动脑、积极体验中收获

了成功的喜悦，对科学产生了浓厚兴
趣。”江北中心学校初中部校长助理颜
胤豪介绍，这一科学兴趣课是全体初
中组科学老师一起实施的，虽然涉
及到压强、热量、化学反应、光学
等，但只是让同学们在日常现象和
小实验中有初步的认知，并不讲
述具体的知识点。

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兴趣
课？原来，老师们在教学中
发现，小学生刚刚升入初
一时，一些同学一时间

难以适应新的学习内容
和难度，做好初中、小

学的学段衔接非常重
要。因此，依托学校九年

一贯制的优势，老师们想在
课程上做一个衔接，实现中小
学课程的融合，让学生们通
过有趣的科学探究去理解
一些科学知识，也通过这样
的课程培养他们的探究能
力和实践能力，渗透小组合
作意识，提高科学素养，为以后
初中的探究课堂做铺垫和准备。

气球竟然踩不爆也扎不破？

这样的科学兴趣课，学生们爱了
谁都知道，气球吹得

太大会吹爆，但2月27日

在宁波市江北中心学校

的一节科学兴趣课上，

小学生们却看到了不

一样的现象！

这节名为“气球在

手，玩爆科学”的兴趣

课 由 初 中 科 学 老 师 执

教 ，小学六年级学生参

与。师生们利用生活中常见

的气球、竹签、橙子皮、火焰等，

试验气球是否爆炸，在有趣的小实

验中探究背后的科学道理。
□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马亭亭/文张培坚/摄
通讯员 陈超颖

有趣的小实验背后
蕴含着许多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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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吹风机吹气
球，气球在空中转圈。

“真人写生”课现场

踩不破的气球
引起学生们阵阵惊呼

这堂课一开始，老师让学生们做
了一个小实验：一根细细的牙签，在
鼓鼓的气球上轻轻一戳，气球立马就
爆炸了，“嘭、嘭”的声音在教室里此
起彼伏；但是用几十根整齐叠放的牙
签去扎气球，气球却不会破，这是为
什么呢？

这时，科学老师俞碧霞又抛出了
一个问题：“同学们，用脚踩气球，气
球可能不爆炸，是真的吗？”同学们讨
论起来，有的同学认为肯定会踩破，
有的同学则猜想不会爆炸。

一名同学自告奋勇上台验证，他
的一只脚刚踩上一只气球，气球立马
爆炸了。

紧接着，老师拿来20个气球，它
们呈4×5排列粘在一起，上面铺着一
块薄木板。在前面的实验中，一只脚
就能轻轻松松把一只气球踩破，这20
个气球，能承受住怎样的踩踏？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一起踩上木
板，想要验证气球会不会爆炸，4个、5
个、6个……人数不断增加，直到站上
了9个人，气球也完好无损。“哇哦！”
同学们不断发出阵阵惊呼，没想到小
小的气球竟然有这么大的承受力。

通过实验，同学们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受力面积越小，气球越容易爆
破。气球被挤压之后的受力面积变
大，不容易被压破。由此，他们懂得了

“压强”的概念，联系到实际生活中，
背包带做得较宽，书包背起来就比较
轻松；而菜刀刀刃要磨得锋利一些，
菜刀就更好切菜切肉。

美术课上“真人写生”

兴奋了学生
启发了老师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
育 记者 林桦 通讯员 李晨）两
个学生在台上一个坐着一个站
着，一动不动；一群同学围在周
围认真作画……这是3月1日在
宁波市海曙第二外国语学校美
术课上的一幕。为了丰富美术课
堂形式，老师安排了一场“真人
写生”，孩子们一下就沉浸到了
艺术的氛围里。

一节课下来，大部分学生都
把“模特”的轮廓勾勒了出来。他
们纷纷表示，从来没有这么认真
地观察过同学的脸型和神色。

“这节美术课太有意思了！”602
班的林芷墨兴奋地说，两位“模
特”同学太“敬业”了，一整节课
都保持着同样的动作，连表情都
没变过，“我们画得很仔细，这跟
以前画静物的感觉完全不同”。

作为模特的李沂诺同学，感
受又与其他同学不同。“当大家
时不时抬头看我，再用笔将我描
绘下来时，我突然体会到了艺术
与现实的结合，也让我感受到了
人体之美。而此刻，我本人也成
了一件艺术品。”

以这种形式上课，源于美术
老师李嘉璐的灵光一现。她在上
《用线画人物》这堂课时，本来是
想在讲完线描画法之后，让学生
临摹大师作品的。谁知孩子们表
达了想自己创作的意愿。“行啊，
那就试试呗。上节课讲完了人物
线描，这节课就直接实践操作。
没想到效果还真不错，课堂参与
度和活跃度都很高，以小学阶段
的美术功底和线描基础来看，他
们今天的表现已经超出我的预

期了。”
这堂课也启发了李嘉

璐老师，她发现孩子们的
潜能和创意是无限的，老
师应该给他们更多自由发

挥的机会。“孩子们在写生方
面的能力有很大的上升空
间，接下来我打算多带他
们走出课堂，去校园甚至
校外，一边感受大自然，

一边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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