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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编写了这套《微课实录丛书》，请我写几句话，我没有推辞，因为

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值得肯定和推广。

传统的教学论以教师、学生、教材这三个教学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

对象，后来的教学设计以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价这三个教学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

关系为重要研究对象。因此，长期以来，直接为课堂教学服务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的

研究和开发并没有受到一线教师的足够重视。最近几年，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和学

生自主学习中得到广泛应用、深度融合，不仅深刻影响着教学的发展，影响着教学途径、

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的变化，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

的现代化的认识。

“微课”是运用信息技术呈现片段教学以及相关背景材料的一类教学形态和资源。

由于它具有教学主题突出、问题聚集、时间较短、制作简便的鲜明特点，因而受到越来越

多师生的青睐。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各学科各学段的教研员组织一批优秀教师制作了 1500 余堂微

课，丰富了我市基础教育教学资源。在此基础上，为了帮助一线教师具体、详细了解“微

课”的种类、特征、内容组成和制作要求，又将视频资源转化为文字资源，编印了本丛书，

包括微课实录、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练习测试与教师点评等内容（各学科有所侧重）。各

位教研员为此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几易其稿，精益求精。今天终于与大家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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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了。

相信这套源自一线教师，又服务于一线教师的《微课实录丛书》能为广大教师提供

切实而有效的帮助。

是为序。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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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科学是一门实验学科，科学实验是科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法，又是科学探究

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科学实验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和求知欲，能培养学生

的观察和实验能力，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科学方法，提高科

学素养。

华师大版科学教材中共有活动和实验 430 余个，数量多，有学生分组实验、演示实

验、随堂实验，体现了新课程对科学实验教学的重视。但是，教学现状（如教师口述实验

现象，实验课开课率不达标，有些实验因设备条件和教学时间等因素限制，不易操作或操

作不易成功等）告诉我们，初中科学实验教学仍然很薄弱。

多年来，宁波市初中科学教师对实验教学进行了积极努力的系列探索，那么有没有

既可以规范教师的实验教学又可以对课堂的实验教学起到辅助、补充作用的教学资源

呢？我们就想到了一种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的新型教学方式 —— 微课，它是以短小

的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如学习活动、主题、实验、任务

等）而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新型网络课程资源。但是微课视频

受设备条件限制，有时候观看不方便，于是我们就采用一种更加直接的形式即实验教学

微课实录，并附有部分优秀微课视频，辑录成书与大家分享。

本书中的每一个实验教学微课实录针对教材实验，强调过程和方法，突出学习活动

的探究性，有着短小精悍、重难点突出、定位于学生学习等特点，对传统课堂中的实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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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起到了非常有益的补充和拓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情，按需选择实验教学微课实

录进行学习，既可查漏补缺，又能强化、巩固知识，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优秀素材。这本书

中的微课实录都是宁波市各县市区教研室推荐的优秀教师，在拍摄完成实验教学微课视

频的基础上撰写的，还经过了教师所在县市区的教研员的认真指导和审核，希望能对初

中科学实验教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继 2010 年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组织编写、

出版《初中科学实验指导手册》一书后供教师参考的有关实验的又一教学资源。

为便于教师阅读，本书收编的微课实录按教材内容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把拓展改

进的实验与原实验放在一起，便于对照。收编的最后 2 个微课实录是综合性较强的内

容，供教师参考。

本书对实验教学与微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期冀能通过这本书来

抛砖引玉，为教师提供设计微课的灵感，同时给初中科学实验教学资源库添砖增瓦，希望

教师能够重视实验，积极、规范地开展实验教学，为提高科学教学成果做出不懈的努力和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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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的测量

宁波国家高新区信懋中学  孙芙芬

一、 教学背景

本微课适用于刚接触科学学习的七年级新生，他们好动、好奇、好表现，但注意力易

分散，因此本课从生活中简单的测量着手，让学生对旧知有新识。学生对刻度尺的使用

比较熟悉，自认为都会使用，实际上在使用中经常出错，因此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发现自

己在使用刻度尺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自觉地纠正，养成按规则操作的习惯。

二、 教学流程

（一） 微课导入

测量在生活中应用很广，因为单靠我们的感觉去直接判断，往往是不可靠的，只有凭

借测量工具进行准确的测量，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常见的测量有：用温度计测温度，用

钟表测时间，用天平测质量，用刻度尺测长度 …… 本节微课的主题就是长度的测量。

（二） 内容讲解

1. 介绍长度的常用测量工具 —— 刻度尺。

在这么多测量中，长度测量是最基本的测量，而刻度尺是常用的长度测量工具。常

见的刻度尺有：学生用的三角尺、直尺，生活中的钢卷尺、皮尺，实验室中的游标卡尺、千

分尺等。



004

微
课
实
录
丛
书

2. 介绍长度的单位以及换算关系。

国际单位制中长度的基本单位是米，其他的长度单位有千米、分米、厘米、毫米、微

米、纳米等。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为：千米与米相差 1000 倍，米与分米、分米与厘米、厘

米与毫米，两相邻的单位之间相差 10 倍，毫米与微米、微米与纳米两相邻的单位之间相

差 1000 倍。

知道了长度的测量工具和长度的单位，那么如何正确使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呢？

3. 重点介绍刻度尺的使用方法。

（1）会认：认清刻度尺上的四要素，包括单位、零刻度线、量程、分度值。

在刻度尺的最左端标有单位和零刻度线（注意零刻度线是否有磨损）。量程指的是

一把刻度尺一次能测量的最大值，分度值指的是刻度尺的最小刻度值。

活动一：辨认透明直尺、塑料尺的量程和分度值。

如图 1—1—1，这把透明直尺的量程为 15cm，分度值为 1mm；图 1—1—2，这把塑料尺的

分度值是 0.5cm。

图１—1—1 图１—1—2

（2）会放：零刻度线或某一数值刻度线对齐待测物的起始端，使刻度尺有刻度的边贴

紧待测物体，并与所测长度平行，不能倾斜，如图 1—1—3。刻度尺倾斜的放置方式是错误

的，如图 1—1—4。

图１—1—3 图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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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二：演示透明刻度尺和有厚度的塑料尺的

放置方法。用透明刻度尺去测量木块的长度，让刻

度尺的零刻度线贴紧待测物体起始端，放置方式如

图 1—1—3；对于有厚度的不透明刻度尺，如何放置

才能做到让刻度紧贴待测物呢？我们可以把刻度

尺直立起来，直立起来可以使刻度紧贴被测物体，

如图 1—1—5。

（3）会看：视线与刻度尺的尺面垂直，如图 1—1—6。视线倾斜的方式是错误的，如图

1—1—7。

图１—1—6 图１—1—7

（4）会读：读数时，要估读到分度值的下一位。如图 1—1—8 中木块的长度，可能有

的同学会读成 2.7cm，这个数据是错误的。首先要读出刻度尺的分度值，它的分度值为

1mm，所以，在读数的时候要估读到毫米的下一位，其中“2”的单位是厘米，“7”的单位是

毫米，所以，在“7”的后面还要有一位估读值，我们可以估读为“8”或“9”。

图１—1—8 图１—1—9

活动三：读出图 1—1—9 中木块的长度。图中刻度尺的分度值是 1mm，所以木块的长

图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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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可以读成 3.93cm 或 3.94cm。

（5）会记：记录的测量结果应由准确值、估读值和单位组成。对于图 1—1—8 中木块

的长度应该记录为 2.78cm，其中“2.7”是准确值，“8”是估读值，“cm”是单位。

（6）会选：在实际的测量中，并不是分度值越小越好，应该选择量程和分度值合适的

刻度尺。

现有卷尺（分度值 1cm）和卡尺（分度值 0.1mm），根据需要选择测量下述物体所用

的工具。

① 测量跳远长度需用                。

② 测量铜丝的直径需用                。

（三） 微课小结

通过刚才的学习，进行总结：正确使用刻度尺的方法是会认、会放、会看、会读、会记、

会选。

（四） 作业设计

（1）读出图 1—1—10 中物体的长度。

图１—1—10

（2）课后实践，测科学书本的长、宽、厚，要求测三次取平均值，记录在表 1—1—11 中。

实验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长度 /cm

宽度 /cm

厚度 /cm

表 1—1—11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祝同学们学习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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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微课研讨

（一） 本微课制作的思路及目的

本微课从生活中的测量出发，着重介绍长度的测量中正确使用刻度尺的方法及应

用。目标是要求学生学会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能正确地读数，知道在读数时要估

读到最小刻度的后一位，能正确地记录测量结果。通过微课的形式展示长度的测量方

法，相比传统的教学而言，首先提供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环境，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的学生对

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其次教师不再是讲台上的主导者，而是身边的导师，学习的帮助

者；再者，微课课时一般比较短，教学材料少，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

足，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成长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 知识点思维导图

长度测量

测量工具：刻度尺

单位

国际单位制：米

常用单位：千米、分米、厘米、毫米、微米、纳米

测量方法：认、放、看、读、记、选

（三） 微课环节流程图

图片导入 内容解读 课堂小结 作业设计

四、 微课应用

本微课适用于新课教学，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按需选择学习，既可查漏

补缺，又能强化巩固知识。

五、 微课点评

本微课设置了实验演示，例如有厚度、不透明的塑料尺如果仍是水平紧贴待测物体，

在读数的时候就可能出现很大的误差，正确的方法是应把尺直立起来让刻度紧贴待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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