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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不同质量小球从同一光滑斜面同一高度由静止滚下是否获得相同速度的认知难题,利用自制的

创新实验装置,给予了证明,突破了教学难点,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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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究物体的动能跟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

中,要探究物体动能与物体质量是否有关,在改变小

球质量的同时,需控制不同质量的小球速度相同,具
体做法是“让不同质量的小球从同一光滑斜面同一

高度由静止滚下”,认为小球到达斜面底端时速度相

等.对此,初中学生不能理解,而教师往往也无法通

过实验证明.学生既缺乏理论知识,又没有直观感

受,对此结论会心存疑虑.笔者在2013年北京市初

中教师基本功大赛中,利用自制的本实验装置对该

结论进行了证明.实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获得北京

市一等奖.

1 所需器材

表1 所需器材

材料 规格 数量 来源

铝合金滑轨
单道,下轨,

宽13mm,长1.4m
1 建材市场

长直木板
长2m,宽20cm,

厚2cm
1 建材市场

垫块 高6.5cm 2 实验室

电磁铁 2 实验室

滚球(钢球) 质量各不相同 4 实验室

标杆(气球底座) 若干 小商品市场

导线、电源、开关 若干 实验室

平头螺丝钉 2 五金商店

2 制作方法

(1)斜槽主体部分:用电钻在距铝合金滑轨两

端0.4m位置各钻一个孔,用平头螺丝钉将滑轨固

定在长直木板(桑拿板)的中间位置,用垫块在滑轨

两端将滑轨支起,使滑轨两端形成两个斜面.
(2)电磁铁电路部分:将两个电磁铁分别放置

在滑轨斜槽顶端,两个电磁铁串联入由导线、电源、

开关组成的电路中.
(3)滚球部分:所用4个小球均为钢球,大小要

以能在斜槽中自由滚动为准;3个实验球A,B,C 质

量逐渐增大,检验球O 质量与其中一个实验球差不

多即可.
(4)标杆部分:用剪刀剪下一个三角形纸片,用

双面胶将纸片粘在塑料杆上,做成小旗子,并在气球

座底粘一些橡皮泥增加其稳定性.
完成后的装置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实验装置示意图

图2是实验装置的右半部分的实物照片.

图2 右半部分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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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步骤

(1)闭合电磁铁所在电路,在斜槽轨道两端电

磁铁衔铁处分别放置两个小球,左端为实验球A,右
端为检验球O;断开开关,释放两球,两球在水平轨

道某处相撞;用标杆标记相撞位置.

图3

(2)重复步骤(1),检查、调整标杆位置,并在后

面的步骤中不再移动标杆位置.
(3)用质量较大的B 球代替A 球,重复步骤

(1);观察到B 和O 两球也在标杆处相撞;

图4

(4)用质量更大的C球代替B球,重复步骤(1);

观察到C和O 两球依然在标杆处相撞.

图5

4 分析与结论

每个实验步骤中,同一检验球O 都从同一斜面

同一高度处由静止滚下,因此各次实验中检验球O
的运动都是相同的;不同质量的小球A,B,C均与O
球在相同位置相遇,说明A,B,C3个小球的运动也

是相同的;由此就证明了“不同质量的小球从同一光

滑斜面同一高度处由静止滚下,到达斜面底端时速

度相等”.

5 结语

(1)3个实验球A,B,C,由于质量不同,其体积

也不同;在实验过程中,由于体积较大,大球比小球

位置靠前,造成大球与检验球O 的碰撞位置比标记

位置稍靠右一些 .如果能够找到空心钢球,使小球

外观相同,实验效果更好.
(2)增加一个可在槽内滑动的小滑块,本套实

验装置可以完成整套“探究物体的动能跟哪些因素

有关”实验;添加毛巾、棉布,并把斜槽轨道一端放

平,可完成“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实验,实验效

果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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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P

F-2μmg=2maP

对Q

2μmg-32μmg=maQ

解得

aP =F
2m-μg  aQ =12μg

刚好发生相对滑动时P和Q间的摩擦力达到最

大静摩擦力

f1=2μmg  aP=aQ

解得

F=3μmg
当F>3μmg 时,P 和Q 相对滑动,且

F-32μmg=(2m+m)aPQ

aPQ =F
3m-12μg

综上分析就可判断正确答案B,C,D.

虽然学生的错误千差万别,但易错情形有其共

性的原因,主要是受力分析受生活经历的制约,物理

过程认识片面.学习物理不能凭感觉,物乃研究的对

象,理乃说理,要重视理解,重视对物理过程的细节

和变化的分析.教师教学中要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展

示,多听听学生的心声,从而走进学生的困难,走进

学生的心灵才能达到师生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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