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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隨著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施和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的開展，為澳門社

會融入祖國內地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根據教青局提供的數字，本地學生在

選擇大學時，就讀內地高校人數每年穩步提升。因此，如何培養適合澳門社會

發展與國家發展整體規劃要求的人才，如何培養學生使其進入國內高校學習時

能夠做到無縫對接而減少學生的適應期，是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在教學工作

中應重點考慮的。即在滿足教青局的指引下，盡可能多的在教學中，也滿足國

內、外不同教育機構提出的有益標準。使得培養的學生具備足夠的適應能力

（即滿足上述的兩個“如何培養”所指的內容）。 

201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出臺了《普通高中物理課程標準(2017 版)》

[1]。其中，對於傳感器教學部分，增加了使用傳感器進行自動控制設計的要求。

同時仍繼續強調“科學態度與責任”是物理課的核心素養之一。基於我校物理

課教材及畢業生近幾年升學走向，在教學活動中，所設置的內容在滿足教青局

的基力要求下，盡可能按照國內物理課程標準和要求開展教學工作，為培養適

應能力更強的學生做好準備。 

因此，本單元課程就是以瞭解如何運用傳感器解決生活和生產中的某些需

求、體會應用原理和技術的重要性、通過瞭解和學習一些比較簡單的技術知識

能夠自主設計基於傳感器的自動控制系統為主要教學目的。同時，也為教育界

同仁能夠提供可參考的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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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作品

名稱 

基於空調冷凝水回收系統的傳感器應用

探究活動 

人數 26人 

實施

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註 4節 

實施

日期 

2020年 6 月 2日- 6月 15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物理 科目每週節數 3節 

預計

授課

日期 

節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

鐘) 

2020

年 6

月 2

日 

1 
第一

課節 

傳感器定義及相關物理原

理和元件介紹 

介紹傳感器的一

般概念。讓學生瞭解

傳感器類型、製作傳

感器常用元件、物理

原理等，並瞭解不同

傳感器應用不同場合

進行工作的意義。使

其理解傳感器對於自

動 化 系 統“ 測 ” 與

“控”的重要作用。

通過實物展示，體驗

溫、濕度、酸鹼度傳

感器的應用，通過感

性認識，幫助學生理

解傳感器相關知識。

同時，依科學方法進

行分組，為後續小組

學習做好準備。 

40 

2020

年 6

月 4

日 

1 
第二

課節 

如何依元件特性或物理原

理開發製作不同類型傳感

器 

基於前次課所教

授的熱敏元件和霍爾

效應為例，進行理論

知識拓展，即利用這

些元件和理論知識能

夠設計出何種用途的

傳感器。引導學生將

思考重點聚焦在本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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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主 要 使用 的 溫 度

計、流量計上面。以

其作為元件和原理用

於製傳感器的載體。 

同時，引導學生

思考這兩類傳感器能

服務哪些生活、生產

活動，并逐漸將範圍

縮小至學生上課的學

校和課室。為後續使

用空調冷凝水回收再

利用平台進行實驗研

究做好準備。 

並且，以實物、

實景為討論主題，幫

助學生加深理解相關

元件和原理的同時，

還可拓展學生思維，

令 學 生 養成 注 意 觀

察、理論聯繫實際習

慣。 

2020

年 6

月 5

日 

1 
第三

課節 

空調工作原理、空冷凝水

產生原理 
 

1.介紹空調製冷的工

作原理，讓學生對於

空調工作有一個基本

概念。 

2.介紹冷凝水產生的

原因和相關理論。 

3. 通過介紹學校的冷

凝水的收集再利用系

統,滲透環保概念。 

在此部分，結合

溫濕度計、酸鹼度檢

測儀、流量計等設備

儀器在冷凝水收集及

再 利 用 中所 起 的 作

用，進一步加深學生

對於傳感器理論知識

的理解和其重要的應

用價值及意義。拓展

學生的視野，幫助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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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發揮其創造性。而

後教授與課程相關儀

器 設 備 的使 用 ， 如

溫、濕度計，pH 值檢

測儀，浮動開關等。 

    為能加強理論聯

繫實踐環節，提供規

範撰寫實驗報告的規

範和範本、數據處理

軟件 EXCEL 使用範例

等。學生基於提供的

範本，結合本單元課

上教學內容和課後實

操部分，自主設計和

完成實驗報告。 

而後要求學生關

注 和 處 理溫 度 和 水

量、濕度和水量的關

係，并繪製出溫度與

水量、濕度與水量的

關係圖。通過對比兩

圖，得出溫度、濕度

與空調冷凝水水量的

關係。 

通過記錄冷凝水

水量環節，使學生可

體會到收集冷凝水的

意義，即水量較大，

合理利用可解決較多

用水問題。引發學生

思 考 節 能環 保 的 意

義，結合觀看的水資

源缺乏之視頻，提升

其節能環保意識，增

強其理解“科技責任

感”這一物理課標準

其 中 的 一個 核 心 理

念。 

基於空調冷凝水

回收再利用系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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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品總實施節數須符合參選類型之要求，但不包括複習、測驗及考試。 

 

 

 

 

供一個有關傳感器的

開放式設計題目，充

分發揮學生學習的能

動性和創造性。增強

學生理解相關知識點

和交叉學科知識綜合

使用能力。 

2020

年 6

月

15

日 

1 
第四

課節 
分組報告及評講 

各組展示實驗報

告。分享實驗結果。

教師對各組實驗報告

進行檢查。每組進入

匯報、展示成果、答

辯環節。由教師和其

他小組成員發問；最

後由教師進行點評和

評分。 

匯 報 實 驗 報 告

后，學生代表向教師

和全班學生展示各組

經共同商議后共同設

計的以傳感器作為檢

測元件的自動控制系

統。教師進行點評此

系統的優缺點及改進

方法。 

最後對本單元知

識進行總結。指出科

技對於生活、生產活

動的重要意義。指明

學習科技最重要的是

要能夠造福社會，即

承擔科學的責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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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知識與技能： 

1.瞭解什麼是傳感器及工作原理，知道非電學量轉化為電學量的技術意義； 

2.以本校空調冷凝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中使用的傳感器，如溫、濕度計，流量計，

作為學生實操技能學習的平台。根據不同傳感器的工作原理，學會如何在系統

設計中使用傳感器。 

 

過程與方法： 

通過對冷凝水水量和溫、濕度的觀察、記錄、思考和探究，讓學生在瞭解

傳感器、熟悉傳感器工作原理的同時，體會傳感器對於智能系統的重要作用。

學習科學研究與記錄方法，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 

 

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通過實例，使學生體會傳感器在生活、生產、科技領域的重要作用。同時，

以社會熱點的綠色環保理念為主題背景，能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拓展學

生的知識視野，提升學生的社會公民意識。另外，通過實際操作環節，培養學

生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團隊合作精神和創新意識。 

二、主要內容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傳感器已深入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傳感

器是基於很多物理原理設計的，學生通過對傳感器的學習，一方面可以使學生

進一步體會科學、技術與物理學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學生對所學的物

理知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認識。由於種種原因，在以往的教學中，更多的是

重視學生的解題能力，而忽略了學生對生活實例的分析能力。希望通過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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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幫助學生樹立理論聯繫實際的思想，加強學生分析具體事物的能力，

讓學生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物理知識在現代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并且，利用

學校的科研平臺提供的資源，讓學生在學習和體驗傳感器知識的同時，也能夠

體驗在研究中進行學習的成就感。也就是要通過本單元的學習，讓學生能夠體

會到學有所用和學習知識帶來的快樂感和成就感。 

 

本教學單元內容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傳感器的概念及其工作原理，

另一方面是結合現有空調冷凝水回收再利用系統，讓學生對傳感器產生感性認

識的同時，能夠更加理解傳感器對於社會生活和生產的重要意義，體會到知識

對於生活改變的重要意義。 

 

對於傳感器概念的教學，將按照如下內容進行規劃設計：通過觀看視頻，

讓學生經歷視覺感受后，對傳感器有一個初步印象；由於在日常生活中學生已

經接觸過很多用傳感器製作的物品，所以只要教師稍加引導，學生是可以列舉

出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傳感器應用實例的；而後通過使用不同類型的傳感器，

由師生共同分析總結出傳感器的概念，讓學生體會非電學量轉換為電學量的意

義。 

 

在傳感器工作原理的教學中，根據現有的資料及實驗設備條件，作出如下

規劃：在教材上介紹的幾個傳感器中，可以將其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利用某些

物質的物理特性來製作的，比如光敏電阻和熱敏電阻；第二類是根據物理規律

製作的，比如霍爾元件。分別從每一類中挑選一個（熱敏電阻-溫、濕度計和霍

爾元件測速儀）進行講解。 

 

在傳感器應用的教學中，提供器材（溫、濕度計），以空調冷凝水回收再

利用系統為實踐平臺，讓學生分組進行數據收集和整理、自學和討論，並形成

書面材料，回到課堂上與教師和全體同學交流。通過自主學習與合作學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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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拓展學生的視野，加深學生

對所學物理知識的認識；同時，養成學生注意觀察、學會收集資訊的習慣，並

提升學生團隊意識和團隊精神。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本單元內容的教學，將採用理論教授為輔，實際體驗和操作為主的學習模

式[2]，即體現學以致用的理念，使學生切實感受到理論知識的重要作用。具體

地， 

1.以實物為教學理論的載體。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以傳感器實物為載體，

進行原理講授。填補學生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缺口的同時，增加學生的感性接觸，

有效提升學生注意力，進而幫助其學習和理解相關原理[3]。基於相關元件和物

理原理，通過使用思維導圖方法[4]，拓展學生使用這些原理和元件的範圍，有

效引發學生思考，加深對對原理和元件的認識。 

 

2.以科研項目和成果為實操教學的平台。在傳感器應用環節，以空調冷凝

水回收再利用系統為例子，通過以科學研究的方式開展教學[5]，讓學生能夠體

驗到與傳感技術相關的先進科技知識，對於生產、生活的重要作用。此過程並

不是機械式的實驗環節，而是以開放式的課題方式 [6]，將課堂交給學生。此

開放式的課題，是以“為什麼會有冷凝水的產生”、“冷凝水產生量由何因素

決定”以及“如何使用冷凝水”為課題主線。通過回答主線當中的“為什麼”

至“如何”這幾個問題，必然會涉及溫、濕度和流量計等傳感器的使用。在此

過程中，除可使學生掌握科學理論知識外，還會使學生思考不同傳感器的使用

方式，拓展學生視野。教師在此過程是作為學生的研究導師的方式出現，而不

是教師身份，即共同討論研究方案、共同制定完成課題的方式、共同完成課題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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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學分組。通過科學的分組[7]，開展小組式的學習。可有效發揮學生學

習主動性、能動性、互補性，使不同層次的學生可以有效的開展學習。並且在

回答“為什麼”至“如何”這幾個問題過程中，學生的協作分工、科學紀錄、

團隊精神都可以得到有效提升。 

4.科技能力的提升，促進社會責任感的提升。學習題目雖是與傳感器原理

與應用相關的內容，但其實操環節的媒介是以環保節能為主題的平台。在此過

程中，學生通過紀錄冷凝水量與溫、濕度關係過程中，除體驗不同類型傳感器

的作用，更能夠直觀體驗冷凝水的水量及可利用的價值。經教師的引導，將具

一定科技含量的空調冷凝水回收再利用系統體現的節能環保理念，可有效傳授

給學生，幫助提升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8]。 

5.學生深度參與教學反思。在本單元學習的最後一個環節中，安排學生進

行答辯活動。一方面，對學生的表達能力、科學總結能力進行鍛煉和培養，另

一方面，通過本環節可對學生在本單元教學內容掌握情況進行了解。為教學反

思環節，提供切實有用的材料，為之後展開類似教學活動積累更多有益經驗。 

 

四、教學重點 

1.傳感器概念的建立。[9] 

2.對傳感器元件原理的理解及應用。[9] 

3.瞭解運用感測器解決生活和生產中的某些需求的過程。[2] 

4.體會到應用技術的重要性。[2] 

5.瞭解和學習一些比較簡單的技術知識，體會感測器的應用給人們帶來的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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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難點 

1.在冷凝水回收再利用科研平台，以“研中學”[10]方式開展傳感器原理

及應用的學習。 

2.綜合利用不同學科知識，進行學習總結，完成實驗報告。 

3.基於本單元內容，自主設計以傳感器為檢測裝置的自動控制系統。 

六、教學用具 

溫度計、濕度計、流量計、液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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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基於空調冷凝水回收

系統的傳感器應用探

究活動 

人數 26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4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2 日- 6

月 15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物理 科目每週節數 3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

號 

6月

2日 

1 第一節：

傳感器定

義及相關

物理原理

和元件介

紹 

普通高中

課程標準

實驗教科

書物理選

修 3-2 

1.知道傳感器旳定義； 

2.了解光敏電阻、熱敏電

阻、霍爾元件的工作原

理。 

B-1、 

B-3、 

B-9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4min]1.觀看與傳感器應用的相關視頻。選擇好奇號飛船即教

學資源 1 所提供的內容作為課程引入的視頻。提升對傳感器相

關知識的興趣與關注程度[11]。 

 

[3min]2.觀看部份視頻過程中，將其用於探測的各類傳感器進

行逐一說明，引入本次課的主題。 

 

[8min]3.以教學資源 2 中，不同種類傳感器實物作為輔助教學

的工具，如溫度、濕度、距離等。介紹完不同類型的傳感器及

如何使用後，將其發放給學生進行傳閱和體驗。期間，學生使

用儀器進行簡單的實測活動。 

 

[10min]4.提出問題，引發學生有關思考。 

教師活動，提問：為什麼這些儀器能測出不同的物理量。

介紹思維導圖[6]的基本使用方法。 

學生活動，思考和討論儀器能夠測出物理量需具備的要

素。 

 

 

 

 

 

 

1. 好奇號飛

船介紹： 

https://www.y

outube.com/w

atch?v=mfeA

knuIqro 

 

 

2.傳感器照

片。 

 

3.附件文檔

PPT。 

 

4.衝突處理

導 向 問 卷

表。 

儀器能夠測

出物理量需

要具備元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eAknuIqr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eAknuIqr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eAknuIqr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eAknuIq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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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學生思考討論後，根據學生的回答，填好思維導圖。之

後，引出給出本節課的主題-傳感器。 

 

[10min]5.本節主要內容 

結合教學資源 3 中的 PPT，介紹傳感器的定義及製作傳感器

原件、原理介紹。包括： 

（1）傳感器定義； 

（2）光敏電阻介紹； 

（3）熱敏電阻和金屬電阻； 

（4）霍爾元件。 

 

[5min]6.小結及課後任務佈置 

（1）對傳感器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進行總結性梳理。通過提

問的方式，對本節內容進行回顧和總結。具體見教學資源 3。 

（2）介紹後續課程安排，以小組方式開展後續課程內容的

學習。以文獻[7]提供的“衝突處理導向”原則，進行分組，按

照領導型、合作型、折中型、逃避型和自我型的不同類別進行

合理分組。以保證能獲得團隊活動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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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基於空調冷凝水回收系統的

傳感器應用探究活動 

人數 26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4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2 日- 6 月 15

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物理 科目每週節數 3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6月 

4日 

1 第二節：

如何依元

件特性或

物理原理

開發製作

不同類型

傳感器 

普通高中課程

標準實驗教科

書物理選修 3-2 

1.瞭解不同用途

的傳感器是如何

依據不同元件和

原 理 進 行 設 計

的； 

2.了解傳感器在

生活和生產中的

實際應用。 

A-4、 

A-5、 

B-9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5min]1.復習上節課有關傳感器概念及不同製作傳感器元件及

物理原理。 

 

[10min]2.提出思考：根據這些元件和原理，同學們能做出什

麽類型的傳感器？ 

繼續以思維導圖方式[4]，基於熱敏電阻和霍爾效應，能

製作出什麽類型的傳感器。幫助學生能夠習慣這種以這種思維

導圖方式進行思考，爲今後學習研究奠定基礎。 

 

 

 

 

 

 

 

 

 

 

 

[7min]3.將以熱敏電阻為主要元件的溫度傳感器和以霍爾效應

為基礎的流量計通過視頻方式介紹給學生。見教學資源 1 和

2。幫助學生加深理解該元件和原理。 

 

[3min]4.教師活動，提問：測量溫度和流量的意義在哪裏？我

們身處的環境裏，需不需要測量溫度和流量？測量這些物理量

能給我們帶來何種意義？ 

學生活動：思考并回答相應問題。 

1.熱敏電阻工

作原理：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GMfA

f_WkMrw 

 

2.霍爾效應：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rax1

6bKNpKE 

 

3.PPT。 

熱敏電

阻製作

的傳感

儀器 

霍爾效

應製作

的傳感

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fAf_WkMr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fAf_WkMr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fAf_WkMr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MfAf_WkMr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x16bKNp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x16bKNp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x16bKNp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x16bKNp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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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n]5.教師活動，引導學生觀察教室的空調，進而引出溫

度測量的重要性。提問：教室内是否有需要或可進行流量檢測

的儀器設備？學生課後思考，並以此作爲平時表現分加分的依

據。 

 

[5min]6.教師公佈分組情況。 

共分 5 組。4 組 5 人，有一組 6 人。按照“衝突處理導

向”原則[7]，保證至少每組各類型學生盡可能平均分佈；其

次，保證男女比例平衡，最後考慮學生成績。公佈小組工作内

容：由每組組長編排數據采集記錄人員，輔助人員（協助其他

組員完成一些勞動工作，待下次課介紹實驗任務時，交待該人

員主要完成水在測量水桶快溢出時，完成傾倒工作），數據處

理人員，實驗報告製作人員和答辯人員。做到每人都有分工，

不可有無任務分配的學生出現。 

各組組長協商，編排各組輪值表。以保證各組都可有充足

時間完成冷凝水和溫、濕度數據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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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基於空調冷凝水回收系統的

傳感器應用探究活動 

人數 26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4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6 月 2 日- 6 月 15

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物理 科目每週節數 3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6月 

5日 

1 第三節：

空調工作

原理及空

調冷凝水

產生原理 

普通高中課程

標準實驗教科

書物理選修 3-2 

1.加深對傳感器

工作原理和應用

的理解； 

2.瞭解傳感器在

自動控制系統的

作用； 

3.嘗試學會使用

傳感器進行自動

化系統的設計； 

4.瞭解實驗報告

撰寫規範和科學

記錄數據及處理

方法。 

A-3、 

A-6、 

C-9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3min]1.復習上節課熱敏電阻和霍爾效應及基於其製造的溫度

傳感器和流量計。展示本單元活動主要使用的溫、濕度傳感器

和流量計。並提問上次課留給學生的問題：課室内有無可進行

流量檢測的設備。 

 

[2min]2.若學生回答到空調冷凝水管可進行流量測設，則給予

加分獎勵。若無，則引導學生只要有流體在管内運動，即可使

用流量計檢測。給與學生思考和討論時間。 

 

[5min]3.教師活動，該環節播放空調工作原理和冷凝水產生原

理的視頻。因原理相對較爲複雜和超出學生知識範圍，依據文

獻[11]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采用視頻播放方式解決這部分知

識的講解，以幫助學生能夠更好理解相關問題。 

 

[3min]4.教師活動，提問：課室内有無可進行流量檢測的設

備？ 

學生活動，回答。若無學生能夠回答，引導學生將思考方

向調整至空調。 

 

[10min]5.教師活動，提問：根據冷凝水特性，如果產生了大

量冷凝水，大家是否可以利用它解決某些問題？以思維導圖

[4]方式給出，即滲透了開放式題目的理念，雖然研究的是傳

1.空調工作及

冷凝水產生原

理：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IRGE

xmT8SIU 

 

2.霍爾效應：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rax1

6bKNpKE 

 

3.PPT 

 

4.節約水資源

視頻： 

https://www.

youtube.com/

watch?v=ejkT

cEroaP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GExmT8SI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GExmT8SI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GExmT8SI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RGExmT8SI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x16bKNp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x16bKNp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x16bKNp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ax16bKNp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kTcEroaP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kTcEroaP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kTcEroaP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kTcEroa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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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但是更可以多方面考慮和設計，提升參與感和主動性。

討論之前，給出教學資源 4 的視頻，通過增加社會責任感，讓

學生能夠更加投入的思考這一問題。 

追問：只有量大才有再利用的價值，但如何能夠確認量大

還是量小？ 

 

 

 

 

 

 

 

學生活動，完善思維導圖，並回答如何能夠確定冷凝水量大

小。 

 

[7min]6.教師活動，教師公佈分各小組工作時間、地點和主要

工作內容。見教學資源 3。 

學生活動，各組長公佈各組分工。各組組長協商，編排各

組輪值表，定時進行數據采集。以保證各組都可有充足時間完

成冷凝水和溫、濕度數據的采集。 

 

[5min]7.教師給出實驗報告應包含的要素，具體見教學資源

3。同時，要求學生將冷凝水量與溫度和冷凝水量與濕度的定

時采集之數據，使用 EXCEL 圖表工具進行處理，得到相應的圖

表，為後續在其實驗報告中分析決定冷凝水量主要因素奠定基

礎。派發撰寫規範及範例參考資料，見教學資源 5。 

 

[5min]8.小結及課後作業。重點强調在現有冷凝水回收再利用

平臺上，學生通過使用合理的檢測儀器，如溫濕度計，並采取

科學記錄的方式和數據處理方式，能夠得到冷凝水量和溫、濕

度之間的關係。爲後續能否合理利用冷凝水奠定了數據基礎。 

每組學生可利用課餘時間，在完成實驗報告期間，可與教師一

同討論如何多種方式利用冷凝水，以達到節約水資源的目的。 

各組合作，在空調冷凝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基於使用傳感器

（自選）開發製作一個自動控制系統。 

 

 

5.實驗報告撰

寫 規 範 及 範

例。 

 

  

冷凝水

可解決

哪些用

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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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基於空調冷凝水回收系統的

傳感器應用探究活動 

人數 26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 4節 

實施日期 2020年 6 月 2日- 6月 15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物理 科目每週節數 3節 

日期 節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6月 

15日 

1 第四節：分組報

告及評講 

普通高中

課程標準

實驗教科

書物理選

修 3-2 

1.能夠按照規範進行

實驗報告撰寫； 

2.初步具備使用傳感

器設計自動化系統的

能力； 

3.瞭解答辯的過程。 

A-8、 

A-9、 

A-10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1.根據文獻[13]提供的資料，結合學生所在年級的學習要求及整體

情況，制定了實驗報告評講得分表： 

 

組號：  題目  

序號 內容 分值 得分 備註 

1 實驗報告撰寫規範性 20   

2 實驗報告數據處理科學性 20   

3 傳感器使用合理性 10   

4 科學責任感認識程度 20   

5 拓展部分有關系統設計構思合理性 10   

6 整體方案的創造性 10   

7 答辯過程中表現 10   

總分   

 

[2min]2.公佈答辯規則：（1）每組五分鐘內完成實驗報告內容匯

報及答辯環節。匯報方式可指派特定人員也可以全員參與。（2）

答辯后，其餘組學生和老師將要提出問題，做匯報的小組要對問題

進行回答，此組學生可以共同協作進行回答。（3）答辯順序通過

抽籤方式進行選定。 

 

[30min]3.匯報答辯環節。教師活動主要以聆聽學生匯報、記錄問

題、提問三個方面為主；同時在答辯過程中，如果涉及其他組的提

問而答辯組無法回答時，給與解答。 

學生活動：（1）依抽籤順序進行匯報。（2）根據教師和其他同學

的提問進行回答。（3）展示班級各組經討論后，在學校空調冷凝

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上設計完成的自動化系統。 

 

[5min]4.教師總體點評環節。教師在綜合各組報告及匯報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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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分表內各項為主要點評內容。（1）規範性上，主要以格式、

內容完整、條理清楚、圖表符合規範、有無錯誤字上開展進行；

（2）數據處理科學性上，主要以使用相關軟件進行處理后得到結

果是否符合圖表規則和數據處理規則開展進行；（3）傳感器使用

合理性上主要以獲得數據是否較符合實際情況開展進行；（4）科

學責任感認識程度上，主要以報告中是否涉及此次活動的心得以及

社會責任感方面開展進行；（5）合理性上，主要以報告中有關開

展拓展設計的可行性上進行點評；（6）創造性上，主要以是否是

合理的創造開展進行；（7）答辯表現上，主要以語言表達及隨機

應變能力開展進行。 

 

[3min]本單元學習內容總結。從概念、元件特性、物理原理等理論

方面入手，結合學生此次活動的收獲，指出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并

提示學生要牢記注意觀察、理論聯繫實踐的重要性。指出科學學習

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造福人類社會，學生應提升自己的社會責任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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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通過本單元教學，學生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傳感器在生活生產中的重要作用。

達到了教學目標。通過學生的分組匯報和對其實驗報告的評閲，可以看出學生

對於有著時間環節的課程，尤其對於緊跟社會熱點（本單元實踐環節以節能環

保爲主題）的題目，又具觸手可及的特點，其具備較高投入程度。而這一理念，

在 STEM學科教學中是普遍認同和普遍采用的方式[12]。 

在分組處理上，也避免了目前采用的隨機或以成績、學號順序進行分組的

方式，相應地，也避免了一些由此帶來的弊端。這一點通過最後遞交的報告和

評講環節的結果即可觀察到。各組的評講幾乎難分高下。因此，此分組方法可

以沿用至今後有關分組學習的教學活動中來。這對教師是一種提示，教師更應

加强教學研究，吸取更多成功經驗，用以有效提升教學效果。 

另外，有了一個在學生身邊的科研實驗平臺，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和幫助

是難以估量的。學生可以通過切身感受理論知識的價值，增加其學習的動力。

看著學生能夠每次按時來到平臺做測量工作，儼然一種從事科研工作的架勢，

這對教書育人的教師來講是莫大的安慰。如何爲學生多打造一些這樣的平臺，

幫助學生能夠在“研中學”，並培養科研興趣和素質，是今後教師應該多多思

考的問題。 

如何規劃學習題目，對於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主動性、能動性有著重要意

義。本單元雖以傳感器原理及應用為題目，但由於結合了一個科研實驗平臺，

其題目的實質是一個開放式的。教師有意引導學生不要拘泥於現有的平臺框架，

導致了學生反而更有興趣投入題目的學習中來，通過實驗報告和評講過程就可

以看出，學生充分發揮他們的創意。而衆所周知，沒有用心投入，是無法進行

合理創造的。因此，在今後教學中，教師如何不拘泥於傳統的題目進行教學、

如何提供開放式學習題目，是要重點思考的問題。畢竟，目前教學中出現“口

耳之學”還是屢見不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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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物理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普通高中課程標

準實驗教科書物理選修 3-2》.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 4月第 3版。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圖 1 教學中介紹溫度傳感器所使用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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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教學中介紹濕度傳感器所使用的圖片。 

 

 

圖 3 教學中介紹光照度傳感器所使用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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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教學中介紹基於霍爾效應製作的流量傳感器所使用的圖片。 

  



2019/2020 

C061 

 19 

二、 教材課件 

1. 課

本

照

片 

 

圖

5 

本

單

元教學所使用教材的封面和所在章節首頁。 

教材傳感器章節具體内容的照片見電子文檔“教材照片”文件夾。 

2. 教學課件圖片 

  

圖 6  本單元教學所使用的教學課件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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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所使用的教學課件，詳見電子文檔“教學課件”文件夾。 

附錄 

 

1. “分組問卷調查表”詳見隨報告提交的電子附件“教學資源－第一課節”

文件夾。 

 

2. “實驗報告規範及範例” 詳見隨報告提交的電子附件“教學資源－第

三課節”文件夾。 

課堂照片 

1. 課堂教學照片 

 

圖 7 教師介紹不同類型傳感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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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教師介紹傳感器在不同生產、生活活動中的應用。 

 

圖  9 教師介紹空調冷凝水收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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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教師介紹空調冷凝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中使用的傳感器種類。 

 

 

圖 11 教師介紹空調冷凝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水處理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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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學生進行實驗結果匯報。 

 

圖 13 教師對學生進行的匯報進行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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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實踐活動圖片 

 
 

圖 14 學生在空調冷凝水監測點進行水量測量。’ 
 

 
圖 15 學生在空調冷凝水監測點進行溫濕度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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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實驗報告圖片： 
 

詳見電子文檔“學生報告”文件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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