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成沸石设计实验方案及流程 实验设计
方案(通用5篇)

方案在解决问题、实现目标、提高组织协调性和执行力以及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方
案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所以方案到底该怎么写才好呢？下
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合成沸石设计实验方案及流程 实验设计方案篇一

我场位于璧山县城与狮子镇之间，养殖水源已严重污染，河
水无法使用。其净化池水水质减少循环已成头等大事。

1。鱼菜共生池全年不因养鱼投饲料污染水质而换水（确因天
旱池水枯竭，只能适当补给）。利用蔬菜汲取池中氨、氮、
磷等多余元素净化水质达到不换水的目的。

2。鱼产量1000公斤/亩、蔬每亩500公斤。

3。对比池鱼产量1000公斤/亩。

1。浮床：

合成沸石设计实验方案及流程 实验设计方案篇二

“语文主题学习”实验是国家“__”教育规划课题，目前在
全国有几千所实验学校，产生了很好的实验效果。“语文主
题学习”是以高效课堂、学生自主学习和课内大量阅读为特
征，以编写围绕教材单元“主题”的实验教材(即《语文主题
学习丛书》)为载体的语文学习体系。实验的目的是，使课堂
变得轻松，使语文变得简单，使教学变得高效，改变学生的
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行为，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教师的
教学负担。此项实验是一般学校、一般学生、一般师资都能



够适用的。

目前,学生阅读量少和教师教学资源不足是困扰我校语文教学
乃至整个学校教育的一个“瓶颈”。语文课堂教学，只注重
短期效益而忽视学生的长期积累，只注重课文的共性分析而
忽视个性化的阅读指导，语文课堂缺少生活情趣和学生的感
悟体验，造成了课堂的高耗低效，导致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
冷漠。“语文主题学习”很适合我校实际，有助于学生素质
提升，有助于教师专业成长，有助于学校持续发展。我校决
心以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为突破口，打开课改之门，探索
兴校之路。

二、实验目标

从一年级开始，拼音和汉学习与阅读结合，运用各种识方法，
提高识速度，扩大阅读数量，少写，多读书，读好书，读整
本的书。低年级每学年课内阅读量10万以上;中年级每学年课
内阅读量100万以上;高年级每学年课内阅读量200万以上，小
学六年的课内阅读总量600万以上，小学阶段的课内外阅读总
量1000万以上。

基于以上量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
发课堂活力，提高教学效率;使课堂教学“提速”，将课外阅
读纳入课内，实现厚积薄发;让生活走进课堂，把学习语言与
体验生活结合起来。最终促使学生听说读写综合能力初步形
成，语文素养得到普遍提高。

三、实施步骤

(一)实验启动阶段(__年5月-8月)

主要任务：

1、申请成为实验校。



2、举行实验启动仪式。

3、创设实验良好氛围。

4、开展理论学习。

5、组织《语文主题学习丛书》的首次征订。

(二)实验研究阶段(__年9月-1月)

主要任务：

1、开展形式多样、富有创造性和实效性的理论学习和教研活
动。

2、围绕“主题学习”实验，加强学校硬件建设，创设良好读
书氛围，开展多种读书活动，促进师生家长共读共写，打造
名副其实的“书香”校园。

3、加强教学制度建设，改革现有的教学常规、校本教研、师
生评价等制度。

4、倡导学习方式和教学行为的转变，探索适合我校实际
的“语文主题学习”教学模式，营造自主互助学习型高效课
堂。

5、依托教学反思、个案跟踪、阶段性总结等形式，注重实验
过程的调控和实验成果的积累。

6、加强与总课题组和兄弟实验校的联系，积极参与各项实验
活动，聆听窗外声音，为师生搭建自我展示的平台。

(三)实验总结阶段(3月-5月)

主要任务：



合成沸石设计实验方案及流程 实验设计方案篇三

低频信号发生器（ee1641c型），便携式电脑小音箱，仿真蝴蝶
（冰箱贴），bnc转双鳄鱼夹线。

2.1演示声音具有“音调”这一特性

将仿真蝴蝶用胶水粘在音箱的纸盆上，用bnc转双鳄鱼夹线将
低频信号发生器与音箱相连。通过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频率
选择”按钮，使信号源的频率在“10”、“100”、“1k”三个档位
之间进行切换。这时，音箱既可以发出低沉的声音也可以发
出尖锐的甚至是刺耳的声音，音调变化十分显著。由此，学
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声音可高可低，具有“音调”这样的特
性。注意事项：实际上，在调节信号源频率时，声音的响度
也会发生变化。为了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音调的变化上，
可以适当地提高音箱的音量，因为当声强大于85db时，耳朵
对各个频率声音的灵敏度基本上相等。

2.2演示“音调与频率的关系”

将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档位选择在“10”，转动“频率微
调”旋钮，对信号源频率进行连续调节，可以观察到：蝴蝶
振动速度发生变化的同时，声音的音调也发生了变化。蝴蝶
振动加快，音调变高；振动变慢，音调变低。这样的实验现
象强化了学生的直观感受，为学生作出合理猜想和进一步的
实验检验奠定了基础，也有利于学生“频率”概念的建立。
注意事项：一定要在“低频”档对信号进行“连续”调节。
声音控制在低频是为了人眼能够观察到振动，对信号频率进
行连续调节可以使音调以及振动速度的变化更易察觉。

此套装置除了可以很好地演示“音调与频率的关系”外，还
可以演示其他一些声现象，而且效果也相当不错。

3.1演示“声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音箱发出声音的同时，蝴蝶也在振动，音箱不发声，蝴蝶振
动停止。借助于这一现象，学生可以猜想到：声音可能是由
于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3.2演示“声音是一种波”

将点燃的蜡烛放在音箱前，在频率较低的情况下，可以清楚
地看到烛焰周期性的来回晃动，借助于此实验现象，教师可
以引出“声波”的概念。

3.3演示“响度与振幅的关系”

在小音箱的喇叭口置一透明容器，将橡皮泥捏成的小球放在
音箱的纸盆上，调节音箱的音量，可以控制小球的弹跳高度。
小球的重量较轻，在不同响度的声音下，小球振动幅度的变
化较为明显，这一现象可以演示响度与声源的振动幅度的关
系。

3.4演示“次声波”和“超声波”

从“0”到“10m”顺次切换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档位，可以
发现人耳并不是所有频率的声音都能听到。借助这一现象，
教师可以引出“超声波”和“次声波”的概念。以上介绍的
演示实验，现象新奇、直观，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能
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的概念，希望能为教师们的实际教学提供
些许参考。

合成沸石设计实验方案及流程 实验设计方案篇四

材料：纸杯2个、牙签1支、蜡烛1支、胶带1卷、绳子1根、剪
刀1把

操作：



1、取一纸杯，在杯身对称处各剪开一个方形大口，在杯底固
定上蜡烛，作为灯的底座。

2、另一个纸杯则在杯身约等距离位置剪出三四个长方形的扇
叶，在杯底中央处穿上绳子，并用牙签棒固定，作为灯的上
座。

3、将两个纸杯上下对口用胶带贴好固定。

4、点上蜡烛，拉起绳子，看看有什么现象产生。

讲解：

1、蜡烛燃烧的时候，火焰尖端多呈朝上的方向。

2、空气受热会上升，然后沿着上方纸杯的扇叶口流动，因而
造成旋转的现象。

创造：

你能让蜡烛纸杯灯向相反的方向转动吗?

注意：注意蜡烛燃烧时的安全!

合成沸石设计实验方案及流程 实验设计方案篇五

比较性实验：普通班与实验班的比较

等组实验：普通班与实验班的比较

1、实验自变量

x=中学信息技术课程中任务驱动教学法的使用

2、实验因变量



y1=获取信息的本事

y2=合作学习的本事

y3=对信息评价的本事

y4=反省认知的本事

y5=自我评价的本事

3、干扰变量及其控制

干扰变量：

(1)学生信息技术素养和技术水平的不一样

(2)任务驱动教学过程中任务的设计、使用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3)学生与他本事的变化发展对这五种本事的影响。

干扰变量的控制：

(1)为了确保信息技术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是由于任务驱动教
学方法的使用的作用而不是其它因素的作用，本实验研究过
程中采用等组比较实验。

(2)为避免由于任务驱动教学中任务的设计不合理而对实验效
果产生影响，在进行实验前应由教学设计专家、学科带头教
师和学生对设计的任务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布尔什确保任务
的合理性。

(3)为降低其它因素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先对学生的确基本学
习本事、信息素养和计算机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查分析，
并对其它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的应用所产生的效果作预测分析，



最终对教学效果进行分析时加以研究并予以排除。

1、实验假设

(1)任务驱动教学法对学生获取信息的本事的提高有显著的作
用

(2)任务驱动教学法对学生合作学习的本事的提高有显著的作
用

(3)任务驱动教学法对对信息评价的本事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

(4)任务驱动教学法对反省认知的本事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

(5)任务驱动教学法对自我评价的本事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

2、实验对象

在附中信息技术教学中选取高二(3)、(4)班和第二中学信息
技术教学中选取高二(2)、(5)班为实验对象;附中高二(3)班
和第二中学高二(2)为实验组，教学中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
附中高二(4)班和第二中学高二(5)班为控制班，教学中不采
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实验实施前对学生本事进行前测，确认两
班同学在这三个方面的本事相当，视为等组。

控制1=附中高二(4)班部分学生和二中高二(5)班

实验1=附中高二(3)班部分学生和二中高二(2)班

(注：研究到前测时可能两个学校的两个班不必须全部能够分
为两个等组，故从两学校的两班中分别选取部分同学构成两
个等组。为不影响实验的正常、顺利进行，对不纳入实验的
同学也实施同样的实验手段，但不纳入数据的统计分析中)

3、实验过程



(1)利用里克特量表对预期的实验对象进行前测，并分别从两
个自然班中选取部分学生组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和控
制组。

(2)利用调查问卷对实验对象进行学习风格、本事结构等因素
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学生的特点和已具备的本事状况，为以
后的效果分析扫清障碍。

(3)在两个学校的两个实验班的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方法(教
学资料和任务驱动基本架构是由研究者和学科教师根据研究
和教学的需要共同确定的)。在教学的过程中利用行为观察记
录表、反思日志表、调查问卷、里克特量表等工具对学生的
行为进行观察和记录。

(4)在研究进行两个月左右时对学生这三种本事的发展进行构
成性检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措施，进
行补救。

(5)学期结束时，对学生这三种本事的发展进行终结性检验，
验证实验假设是否成立，如成立，用实验数据证明，如不成
立，说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