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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蔗糖分子能 否通过半透膜的探究

江苏省 常州 市 田 家炳 高级 中 学 （
２ １ ３００ １

）徐业义

摘 要 通过 实验探究发现蔗糖分子可以透过不 同 的 半透膜 ， 最 易 透过赛路玢 ， 其次是鸡蛋 卵 壳膜 ， 再次

是鱼鳔膜 。 根据 实验结果对教材相 关 内容提 出 了 修改建议 。

关键词 赛路玢 ；鸡 蛋卵壳膜 ；
鱼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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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 高中生物教材必
广

外液面等高 。

修 １

“

物 质跨膜运输 的实例
”

（ ３ ） 观察 、测量并记录漏 斗 内 液面的位置变化情
一

节的
“

问题探讨
”

中运用 了 ｉ ｆＷｔ］况 （ 表 １
） 。

如下的渗透装置 （ 图 １

） ： 漏斗 表 １

口外密封一 层玻璃纸 ， 漏斗
：

子
。 丨长颈漏斗编号 １ （玻璃纸 甲

）
２

（玻璃纸乙 ）
３

（ 鱼鳔膜 ）
４

（ 鸡蛋卵壳膜 ）

内注 人 糖溶 液 ， 将其浸入 达到的最高高度 ３ ． ５ ｃｍ ３ ． ４ ｃｍ２９ ． ７ｃｍ

—

４ ． ８ ｃｍ

盛有清水 的烧杯中 。 实验结ｉ

渗透现象示意８及所需要的时间〇 ． ７ｈ０ ． ６ｈ２３ ． ２ ｈ８ ．
１ｈ

果是漏斗 内 的 液面升高 。 教 图 ！达到最高高度

材在介绍 玻璃纸 的特性时说 ：

“

玻璃 纸 （ 又 叫 赛璐后 ，漏斗内液面 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玢 ） ，是一种半透膜 ，水分子可 以透过它 ，
而蔗糖分子卜傭况



不能
” ⑴

。 笔者在探究蔗糖分子能 否通过鸡蛋卵壳根据液面达到最高高度后下降的现象 ，笔者推测

膜
、
鱼鳔膜 （半透膜 ） 的实验中 ， 使用 了玻璃纸 （ 赛璐漏斗内蔗糖分子可 以通过膜外渗 。 为证实推测 ， 在实

玢 ） 作为对照 ，结果发现 ３ 组装置都出 现液面先升高验２４ｈ后 ，笔者取 出各烧杯 内 的漏斗 ， 将烧杯 内 的液

后下降的现象 ，该实验现象引 起笔者质疑 ， 遂对该现体蒸干 ，都得到 了 白色结晶 ，且有甜味 ，各组 白色结 晶

象进一步深人探究 。的质量分别为 ：

Ａ
，

８ ． ２
ｇ ；

Ｂ
，
８ ． ３ｇ ；

Ｃ
，
２ ． ６

ｇ ；

Ｄ
，

５
．

１

ｇ。

１ 实验 目 的４ 实验结论

探究蔗糖分子能否通过半透膜 。蔗糖分子能够通过赛撕玢 、鱼鳔膜和鸡蛋卵壳膜 。

２ 实验材料５ 实验分析

渗透实验用的赛璐玢 ｃｅｌ ｌｏｐｈａｎｅ ， （ 两个不 同生产 （
１

）
４ 组装置中漏斗内液面上升的速度 和高度各

厂家的产品分别标注赛璐玢甲 、 赛璐玢乙 ） 、鱼鳔膜 、
不相 同 ，烧杯内析 出 的蔗糖量也不相 同 ，

且析出 蔗糖

鸡蛋 卵壳膜 （ 白 醋浸 泡鸡蛋 ３０ｈ 获得 ） 、长颈漏斗 、
量的多少与漏斗 内 液 面上升 的最大高度呈负相关 。

０ ． ３ｇ／ｍＬ蔗糖溶液 （ 用分析纯蔗糖和蒸馏水配 制 ） 、
笔者推测这些现象的产生与各 种半透膜的致 密程度

烧杯 、注射器 、铁架台等 。不 同有关。 在显微镜下观察赛璐玢 、鸡蛋卵壳膜和鱼

３ 实验步骤鳔膜 （ 图 ２
） ，
可以看出赛璐玢除了少量的擦痕外无明

（
１

）取 ４ 支长颈漏斗编号 １
，
２

，

３
，

４
， 分别用 甲 、 乙显结构 ，

另两种膜都 由
一些纤维状物质交织而成 ， 但

赛猫玢 ，
鱼鳔膜 ，鸡蛋卵壳膜密封漏斗 口 。鸡蛋卵壳膜的纤维致密程度要远低于鱼鳔膜 。 纤维

（ ２ ）在 ４ 个漏斗内用注射器各加人 ４０ｍＬ０
．
３
ｇ／ｍ

Ｌ越致密 ， 蔗糖分子透出 的速 度就越慢 ， 漏斗 内 蔗糖溶

蔗糖溶液 ，然后分别放入盛有 ２ １ ０ｍＬ 蒸馏水 的 ４ 个液的浓度就能保持越长时间 ，最终漏斗内液 面也就较

烧杯中 （分别编号 Ａ
，
Ｂ

，
Ｃ

，

Ｄ
） ， 调节漏斗位置使其 内高 。 从各烧杯内液体蒸发 （ 只能用烘箱而不能用 电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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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与 案例

“

５Ｅ
”

教学模式在
“

制作 ＤＮＡ 双螺旋结构模型
”

中 的应用
＋

海南省三亚 市第 一 中 学 （
５７２〇００

）陈 坤

摘 要 模型 建构是教材 中探究 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模型方 法也是生物科学研 究的 重要方法 。 以

“

制 作

ＤＮＡ 双螺旋结 构模型
”

为例 ， 尝试运用
“

５ Ｅ
”

教学模式进行教学 ，并对模型 建构进行 了 简 单 归 纳总结 。

关键词
“

５ Ｅ
”

教学模式 ；
教学设计 ；

模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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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７

）
４－ ００３７

－

０ ３

５ Ｅ 教学模式由 美 国 ＢＳＣＳ 开发 ， 基于建构主义 ，问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生物学的核心概念 ，并能更广

强调以学生为 中心 ，让学生以小组合作学 习的方式进泛地在生活中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 。

行调查和实验来解决问题 ，从而促进学生理解科学概模型建构是教材探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模型

念和建构知识 。 这种教学模式包括 了参与 （
Ｅ ｎｇａｇｅ

－ 方法也是生物科学研究 的重要方法 。 在教学过
＾
中

ｍｅｎ ｔ
） 、 探究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 ｉｏｎ
） 、解 释 （

Ｅｘｐ
ｌａｎａｔ ｉ ｏｎ

） 、扩展 教师应该合理安排ｉ果时及
＇

流程 ， 利用模型方法进行教

（
Ｅ

ｌａｂｏ ｒａｔ
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ｓ ｉｏｎ ）和评价 （

Ｅｖａｌ ｕａｔ ｉ ｏｎ ） ５ 个阶段 ，

学
ｊ
且织
，
生
Ｊ
构
Ｊ
型
ｆ
在建构模型的过程中 ， 巩固

旨在促进学生主动 、合作和基于探究的学习 。已

＾
只 。

１ 教学设计指导思想
＿

＿２
．

１１ ，^ ＃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 （ 头验 ） 》

要求提Ａ学４概述 ＤＭＡ 分子结构駐要特点 。

的生物科学素养 ，倡导探究性学习 ，力 图促进学生学目 ＃

习方式的变革 ， 引 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过程 、勤于动尝试制作 ＤＮＡ 双螺旋结构模型 ，具体表述为 ：

手和动脑 ， 逐步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科学信息 的 能（
１

）选择合适 的材料 ，设计可行的方案 ；

力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分析和解（
２

）实施方案 ，制作模型
；

决问题的能力 ，
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等 ，重在培养（

３
）听取他人的意见 ，对 自 己 的模型进行解 释以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 。 倡导学生在解决实际及作必要的反思和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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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酒精灯加热 ） 后得到蔗糖的量也证明了 这
一点 。 玻引起液面升高 ，随着时间 的延长 ， 蔗糖分子通过半透

璃纸的结构虽然无法看 出 ，但从装置 １ 和 ２ 的漏斗 内膜渗出漏斗的数量越来越多 ，
且外侧水分的进入 ， 造

液面上升的最高高度较低和相应烧杯 内 的蔗糖较多成漏斗 内蔗糖溶液的 渗透压不断下 降 ， 水分渗 出增

来看 ，赛璐玢对蔗糖的透性要远高于鸡蛋卵壳膜和鱼多 ，最终导致液面下降 。

鳔膜 。


６ 对教材的商榷

Ｗ＾＾ ＾ 笔者的探究结果是赛璐玢对蔗糖分子有较强的

１ｒ１透过性 ， 因此建议将教材中
“

玻璃纸 （ 又叫赛骑汾 ） 是

Ｌ
Ｊ一种半透膜 ， 水分子可以透过它 ，而蔗糖分子则不能

”

■』 ＾＾ｋ＾改为
“

玻璃纸 （又叫赛璐玢 ） 是
一种半透膜 ，

水分子能
赛璐汾ｍＭ鸡《？

卵 亮膜较快透过它 ，而蔗糖分子则较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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