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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膜" 实验 
— — 浅淡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东方分校 陈 维 

案例 下周就要上新课了，可高一(6)班渗透 

作用演示实验所需的半透膜还没有找到。书上建议 

用玻璃纸，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小镇 ，我几乎跑 

遍了所有的商店都没有买到。能不能找到另外一种 

合适的半透膜呢?带着思绪我回到了家，做饭时我 

打了两个鸡蛋，不经意间，我注意到了蛋壳内壁附 

着的一层薄膜。它可以做为半透膜吗?我心里嘀咕 

着，隐约地想起，以前看过的杂志上好像有文章提 

过鸡蛋卵壳膜是很好的半透膜材料。我急忙打开电 

脑，开始资料查阅，通过网络搜索，的确发现了几 

篇相关论文，但是对如何获取完整蛋膜的具体操作 

方法和步骤说法不一。下午，我早早的来到了学校 

实验室。在有关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将鸡蛋的内容 

物取出，用完整的空蛋进行溶液浸泡。起初用的是 

食醋，发现蛋壳溶解得很慢，还要用手辅助剥离。 

后来改用了 15 的盐酸浸泡，发现蛋壳溶解的很 

快，用了不到 5分钟就获得了完整的蛋膜。可是， 

用取下的膜所做的实验，效果很差。此时，我既失 

望又困惑。难道蛋膜不能做为半透膜吗?可是期刊 

上发表的多篇论文都证明它是可用的呀?!肯定是 

我们操作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细细地回忆白天操作的每一个步骤，终于找到了 

问题所在。用上述方法获取蛋膜，必需要将蛋壳内 

的所有物质用清水冲洗干净，而且浸泡时不能让盐 

酸进人蛋壳内部，否则会引起蛋白质的变性，进而 

影响实验效果。第二天一早，我又用盐酸做了同样 

的实验，在改进了方法之后，获得的半透膜实验效 

果非常理想，不到 5分钟，演示装置内的液面就上 

升了近 5cm。⋯⋯上课了，看到同学们一个个聚精 

会神的看着实验装置，积极的讨论着实验现象，我 

的心中无比的欣慰与快乐。 

反思与评析 1．“用教材还是教教材?”传统教 

学中教师总是紧紧抓住书本中的每一个细节不放， 

教材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经典。新课程强调教材并 

非固化的课程资源，教师可以有选择的加以处理， 

它提倡“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有学者甚至认为 

“专家型”教师应该能够仅凭课程标准就可以开展教 

． 3O． 

学。上述过程中，教师并没有将实验材料固定在课 

本要求的玻璃纸上，而是从日常生活常见的“蛋壳” 

中找到了合适的半透膜材料，既完成了教学任务又 

活用了教材。2．教师是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传 

统的课程资源主要是教材和教具，开发的主体是教 

材编写者和教具的研制人员。教材和教具难以完全 

满足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需要，而最了解 自己 

学校和学生特点的是教师。加之课程资源来源的广 

泛性，因此，教师应当成为开发课程资源的主体。 

在对课程资源的开发、选择和利用上，真正起决定 

作用的是教师。在资源很丰富时，教师要根据情况 

进行选择；在资源匮乏时，教师更要发挥主体精神 

进行开发和创造。3．课程资源就在身边，在我们 

的生活世界中。我们也许认为课程资源离我们很遥 

远，似乎总需要花费很多工夫去收集、整理或者开 

发创造。其实，课程资源就在我们身边。如同文中 

所提的“蛋膜”，当它静静的与蛋壳合在一起时，毫 

无生息。但是，当它被“剥离”出来，走进课堂之 

后，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资源，使演示实验效果显 

著，激起学生的兴趣，增强他们的体验和感悟。4． 

要智慧地获取、利用身边的课程资源。课程资源就 

在我们的身边，对于我们的课堂来说，一草一木都 

有丰富的蕴意，只要利用得当就能在课堂上产生很 

好的效应。但是，如何去甄别、选择、获取、利用 

课程资源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笔者认为，教师 

要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智慧地获取和利用课程 

资源”，即教师对课程资源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天 

然的直觉，对学生、教材、资源及现实生活之间的 

联系有很好的把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获 

得资源，并对资源有很好的驾驭。它不是一种机械 

的操作步骤，而是饱含了激情和精神的理智行为。 

上文中教师从寻找玻璃纸时的不顺，到打鸡蛋时看 

似不经意的发现等过程都反映了教师敏锐的观察力， 

及对生活中课程资源的关注。通过教师的资料查阅 

和一次次的实践、反思与再实践，最终获取了合适 

的实验材料——“蛋膜”。这不仅是教师敬业精神、 

教学情感的体现，更是教育智慧的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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