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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向科学思维发展 的实验教学
——探究 ｐ

Ｈ 对过氧化氢酶活性影响 的研究

江苏省 常 州 市第 三 中 学 （
２ １ ３０００

）陈 幕

摘 要 在
“

探究 ｐ
Ｈ 对过氧化氢酶活性影响 的研究

”

教学 中 ，
从 实验材料的 选择与 使 用 、 实验方案 的 设计

与 改进 、 实验现象的观察与 分析 、 实 验 问题的 思辨与 解决等方 面 ， 培养学生 的科学思维品质 ｃ

关键词 科学 思维 ； 实验教学 ；
过氧化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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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是 以实验为基础 的 自然科学 ，实验教

学能够较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刺：学概念 ， 认识科学本

质 ，形成科学思维 。 科学思维是指能够运用归纳与概

括、演绎与推理、模１１与建模 、批判性思维等方法探讨

生命现象及规律 ，审视或论证生物学社会议题 ，建立

在１ｉＨ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 的思维方式＠ 科学思维具

有灵活性、创造性 、批判性和深刻性等品质 ６

传统的实验教学方法是教师讲解实验原理、实验

材料和实验步骤 ，李生执行教师设计好的探究方案 ，收

集数据后全班汇报交流 。 学＆在动手操作实验中缺少

相应的科学思维过程 ，缺乏对实验的思考与设计以及

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 此过程中 ， 学生并非进行真正拥

科学探究 ， 因此 ， 也难以提升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

探究影响酶活性的条件
”

是人教版 《生物学 ＊

必修 １ ？ 分子与细胞 》第 ５ 章第 １ 节中 的实验 ，教材建

议使用过氧化氢酶探究 ｐ
Ｈ 对酶活性的影响 ， 但投有

规定明确的实验材料以及具体的实验步骤 ，这给教师

和学生 留下了广 阔 的探索空间 ￡ ． 笔者尝试从实验材

料的选择与使用、实验方案的设计与改进 、实验现象

的观察与分析 、实验问题的思辨与解决 ４ 个方面 ，培

养学 的科学思维品质 ９

１ 实验材料的选择与使用

基于
“

比较过氧化氢在 ．
不同条件下 的分解

”

实

验 ，大多数学生想到选择新鲜肝脏研磨液来提供过氧

化氢酶， 教师可以围绕实验材料提出 问题 ， 引导学生

不断探究 ，继而选择合适的实验材料 。 例如 ， 教师可

以设置以下 问题 ： Ｕ ） 除了新鲜肝脏研磨液 ，其他生

物材料中存在过氧化＿酶吗 ？ （
２

） 哪种实驗材料催

化分解 Ｈ
２
０

２
的效果较好？ （

３
） 同
一种材料 ， 不 同 的

使用方法 ，实验效果有差异吗 ？ 教师可以提前布置任

务让学生聋阅资料或者 自主准备材料进行探究 ， 也可

直接提供土麗、萝 卜 、洋葱 、香蕉 、 酵母菌等实验材料

供学生选择》 通过让学生 自主选择实验材料 ， 可 以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热情 ， 拓展学生的思维 ， 培养

学生思维的夷活性 ｅ

２ 实验方案的设计与改进

在实验方案的设计过程中 ，教师可将班级学生分

为若干小组 ６ 通过设置 问题 ， 引 发学生思考探究 ，设

计实验方案 ： （
１

） 根锻你们小组所选择的实验材料 ，

实验中需要哪些仪器和试剂 ？ （
２

） 如何控制单一变

量？ （ ３ ） 如何控制无关变量？ （
４

） 如何观察和检测園

变量？ （
５

）实验流程是什么 ？

不同 小组学生可能设计 出不同 的实验方案 。 可

以让各小组展示其实验设计方案 ，
也可以在某个小组

设计方案的基础上不断地改进优化 ， 例如 ，
某个小组

争生设计出实验方案 １
： （

１
） 设置若干组图 １ 装置 ：弁

且编号 ；
（
２

） 分别向每组反应瓶中加人 １ ０ｍＬ 不同 ｐＨ

（ ｐＨ 分别为 ３
、
５

、
７

、
９

、 １ １
） 的 ３％ Ｈ

２
０

２ 溶液 ； （
３

） 分别

加人相 同 数資＼ 大 小且庳薄
一致 的新鲜 ±Ｓ片 ；

（
４

） 将反应瓶与量筒相 连 ， 记录 ：量筒液面 的 刻 度 ；

（
５

）相 同时间后 ，观察记录每一组量筒液面 的刻度 ；

（
６

） 根据实验结果绘制产生气体的量与不同 ＰＨ 之间

关系 的曲线图 ￥

组织学生对上述方案讨论分析后 ， 发现存在以下

基－项 目 ｔｆｃ苏省规划课题
“

會中生物教攀中培靜賴埋性怼维的实藤研究
，

Ｄ／Ｍ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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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由子酶具有高效性 ，在向 反应瓶中加人土登片

后 ，
难以保证每组反应周时进行 ，并且在用导管将反

应瓶与眘筒相连的过程中 ， 可能会有气体逸 出 ， 从而

影响实验结果 。

图 １

学生经过讨论 ，改进设计出实验方案 ２
： （

１
）设置

图 ２ 所示装置 ，将干燥程度
一致、大小相 同 的圆形滤

纸片浸泡在 ２０％的肝脏研磨液中，

一

隹时间后取出贴

在反麼瓶ｉｉ壁 （图 ２ 甲 ） ； （
２

） 向反应貪内加人 １ ０ｒａＬ

新配置的 ３％Ｈ
２
０

２ 滚液 ； （
３

） 将反应瓶与眚筒相连 ，记

录量筒液面 的刻度 ； （
４

） 将 反应室旋转 １ ８０１ 图 ２

乙 ） ，使滤纸片与 Ｈ
２
０

２ 溶液混合以 ５
） 

—段时间后 ，观

察记录憂筒液面的刻度。 依次通：变 Ｂ
，ｓ
〇

２ 溶液的 ＰＨ

（
３

、
５

、
７

、
９

、
１ １

）
，
重复步骤 （

１
）

￣

（ ５ ） 。 根据实验结果

绘制产生气体的量与不同 ｐ
Ｈ 之间关系的 曲线图 。

甲

图 ２

方案 ３
 ：某些学生认为 以上实验装置相对较为复

杂 ，经讨论后想到 了利用注射器作为反应室 ，设计出

简化的实验装置 （ 图 ３
） ，

气体

１ ０ １＾ ３％ １１
２
〇

２
溶液－

新鲜 土豆 片

图 ３

上述方案在控制无关变量方面还存在何题 ，会影

响实验结果 ＾ ■ 学生对装置再次进行改进 ， 设计方案

４
，厚可能减少实验误差 ，

设致如ａ
４ 所示装置 ， 实验操作步骤如下 ： （

１
）

连接装置 ，关闭止水夹 ３ 在注射器 Ａ 中加人体积分数

为 ３％的 溶液 １ ０ｍＬ
，在注射器 Ｂ 中加人体积分

数为 ２％的酵母菌溶液２ｍＬ
； （

２
） 打开止水夹 ， 将注射

器 Ａ 中 的液体匀速推至法射器 Ｂ 中 以 ３
） 关闭止水

夹 ，记录注射器 Ｂ 活塞的起始刻度 ，
３ｍｉｎ 后再次记录

注射器 Ｂ 活塞的刻度 ＠ 依次改变注射器 Ａ 中 Ｈ
２
０

２

溶液的 ｐ
Ｈ

（ ｐ
Ｈ 依次为 ３

、
５

、
７

、
９

、
１ １

） ，其余条件不变 ，

重复步骤
（
１

）
￣

 （
３

）５ 根据实验结果绘制产生气体的

量与不同 ｐ
Ｈ 之间关系 的曲线 图 ＆

通过实验方案的 自主设计 、交流评价 、不断改进

优化 ，能有效锻炼學￥的科学思潍 ，充分发挥学生的

才智 ，在体验中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 ^

注射 器Ａ止水夹注射 器Ｂ

图 ４

３ 实验现象的观察与分析

本实黢原理是 Ｈ
２
０

２ 在过氧化氢酶的催化下分解

为 玛 ０ 和 ０
２ ， 自变量是 ｐ

Ｈ
，学生设计的不同实验方

案 ， 因变量弁本唯１选择合适的实验现象进行观察 ，

有利于得出科学结论 。

对于实验现象 ， 教师可以启 发学生进
一步思考 ：

除了上述方案中观察到的实验现象之外 ，还可以选择

哪些因变量进行观察 ？ 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 ， 提出可

以观察气泡产生 的多少和快慢 ；可以将大小一致的气

球套在反应瓶 口
，观察比较不同组别 的气球大小 ＾ 也

有学生提 出疑问 ：能否通过观察产生相 同量的气体所

需时间 以 及 Ｈ
２
０

２ 的剩余量进行判断？ 理论上讲 ，上

述现象都可以作为观察的因变臺＊ 相 比而會 ，
通过观

察单位时间 内酶促反应中产生气体的最对实验进行

定童分析 ，屬－
＾

种简便、直观 、可行 的方法 。 教师也可

以提示学生运用数据传感器可更加精确地测量 〇
２ 的

产生量 ，有效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４ 实验问题的思辨与解决

实验设计以及操作过程中 ， 必须考虑诸多 因素 ｓ

教师鼓励学生提出 问题 ， 也可貪接抛 出 问题 ， 引导学

生进行深度思考和深度探究 ，在学生疑惑之时加 以

点拨 。

例如 ，本实验中 Ｈ
２
ｏ

２ 浓度的高低对实验有无影

响 ？ 能否
＇

用 ｉｉｆｉ研磨液 ？ 反应过于剧烈怎么办 ？ 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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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
”

实验改进

广 西 南 宁 市天桃实验学校 （
５３ ０〇２２

）李月

摘 要 分析
“

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
”

卖验 ，结合教材 内 客及学生在 实验操作过程 中遇到 的 问题
，

从 实验

材料 、 实验器材以及实验步骤 ３ 个方 面对原 实验加 以 改进 ， 达成教 学 目 标 ，提 高 实验课堂效率 ，提升 学 生 的

分析能力 、 操作能 力 和思维方式 ３

关键词 初 中 生物 学 绿叶 ； 有机物 ｜ 实验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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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 《生物挙 ？ 七年级 ＊ 上

册 》第 ３ 单元第 ４ 拿
“

绿色植物是生物 圈 中有机物的

制造者
”

中 ，教争重难点之一为运用卖验探究帮助孥

生掌握绿色植物制造有机物的必要条件 ，
以及学会运

用淀粉遇碘变蓝的特点 ，检验绿叶在光下制造的有机

物 。 但本实验所采用的实验材料较多 ，实验操作较复

杂 ，不容易达到理想的实验效果《

１ 教材原实验 内容

原实验 中 ，先将天竺葵碚处理一蜃夜 ， 之后用黑

纸片将叶片的一部分从上下两面遮盖起来 ，在阳光下

照射几个小时 ，接着将叶片摘下 ， 酒精水浴脱色 ，最后

用碘液染 色 ，检验叶片各部分是否产生淀粉 。

２ 教材实验的不足

２ ． １ 实验材料的 不足

（
１

）天竺葵叶片颜色较深 ， 即使脱色后再滴加捵

液染色 ，实验组与对照组 的对 比效果也并不十分明

显
，
影响实验结果的观察

［
１１

＆

（
２

）无竺葵不耐高温 ，适宜生活在 １ ５
￣ ２ ５ 弋 的环

境中 ， 南方天气酷热 ，不适合夫竺葵生长 ， ．

所以每到夏

季 ，
在炎热 的 南方很难找到 关丝奏 ， 造成实验材料

短缺 ［

２
］

。

（
３

）利用叶片全绿 的天竺葵作为实验材料 ，无法

在实验过程中探究 叶绿体对浐植物产５５有机物的舉

先将＿形滤纸片浸泡在肝脏研磨液 中 ， 再用相应 的

ｐ
Ｈ 溶液处理 ， 最后加人 Ｈ

２
０

２ 中 ？ 如 何加快反应速

率 ，缩短实验观察时间 ？ 在发现问题、提 出 问题、分析

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学生 的能力会产４质的

变化 通过问题思辨 ， 教师点拨 ， 学生 ，

加强了对实验

响 ，増加了实验成本

（
４

） 碘液本身带有颜色 ，且显色不是特别灵敏 ，

＿用碘液給叶片染色时 ，很容易会因滴加过量，ｉ响

实验结果的观察 ８

２ ． ２实验器材的不足

原实验中 ，利用黑纸片对叶片的一部分进行暗处

理《 在实验过程中发现 ，黑纸片较重 ， 用它遮光时 ， 叶

片会被压到下垂 ， 叶片 的其他部分很容易 照不到太

阳 ，影响实验结果 。 叶片表面并不平整 ，黑纸片不能

够和叶片完 ．全贴合 ，很容易漏光 ，影响实验效果 《

２ ． ３实验步驟的不足

（
１

） 原实验中 ， 要用到酒精灯加热 ， 操作过程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Ｓ

（
２

） 利用酒精脱色时 ， 所用时 间很长 ， 有时在有

限的课堂时间 内不一定能完成实验 ，实验效率低下 。

（ ３ ） 当需要阳光照射叶片时 ，如果遇到阴天或是

雨无 ，实验就会被中断 ，就会延长实验周期 ５

３ 实验的改进

３ ． １ 实验材料的改进

３ ． １ ． １ 用彩叶草作为实验材料

彩叶草是
一种适应性极强的植物 ，适合生长在我

，

国大部分地区 ， 极好养护 ， 材料易得 。 选择叶片 中 间

为彩色 ， 叶片边缘为绿色的彩叶草作为实验材料 。 彩

的理解 ，锻炼了思维 ，提高了思维的批判性。

本节实验教学 ，教师通过精心设计 ，组织引导 ，使

学生积极体验、勇于质疑 、不断探索 ，有效地培养了学

生的科学思维 ，增强 了其科学实探究能力 ，落实了生

物爭学料核心素养的培养 ｓ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