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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DIS实验装置在探究平抛运动轨迹及规律中,不仅克服了传统实验实时性、可视性不强的问题,减小了

实验误差,而且DIS实验具有操作简单快捷等优势,有利于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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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实验分析

教材在第3节提出了探究平抛运动规律的实验

方案,“用小锤打击弹性金属片后,A球沿水平方向

抛出,同时B球被松开,自由下落”[1],让学生通过

“听”来判断两球落地的先后顺序.但是用人耳判断

有很大的主观性,并且不容易确定.在第4节,教材

给出了3种方法观察和记录平抛运动的轨迹.

第一种参考案例,虽然操作简单且直观,但是需

要多次重复进行才可以画出平抛运动轨迹,在确定

点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误差.

第二种参考案例,实验效果生动形象,可以激起

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是对实验条件的控制要求

较高.

参考案例三,在实验精度和实验现象上有很大

的优势,但是学生的感受不够直观.

因此,笔者决定利用DIS实验装置探究平抛运

动轨迹及规律.

2 DIS实验装置

2.1 实验装置

如图1所示,探究平抛运动的DIS实验装置由

小球A,固定夹B,滑槽C,飞行计时器D,竖直标尺

E,白纸与复写纸F,电源线G,数据线H组成.

图1 平抛运动DIS实验装置

2.2 实验步骤

(1)打开 WCY专用软件,将飞行计时器接入计

算机.依次将白纸、复写纸平铺到底板上,并用专用

固定装置夹牢,将实验器滑槽固定到立杆32cm处.
(2)将小球置于滑槽顶端后释放,系统在表格

内自动记录小球离开滑槽瞬间的初速度及飞行时

间,并依此计算出水平位移,如图2所示.

图2 实验数据及图像

(3)改变释放点位置,使滑槽分别置于立杆上

的不同高度(依次为28,24,20,16,12cm)释放,可
在表格内得到其他数据,如图2所示.取下白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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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标尺读出小球落在底板白纸上的水平飞行距

离.比较所测量的数据及标准数据间的差异.

图3 记录了小球落点的白纸

2.3 实验结果及分析

将白纸取下,用标尺测得 OA,OB,OC,OD,

OE,OF 的值分别为0.113m,0.131m,0.145m,

0.161m,0.172m,0.191m.用测量的水平位移与

计算的水平位移进行对比发现,两者的悬殊微乎其

微,所形成的平抛图像基本重合.因此得出平抛运动

的轨迹是一条抛物线.

  通过数据来验证平抛运动是否做水平方向的

匀速运动和竖直方向上的匀加速运动,表格显示了

物体下落的高度和时间,分别代入公式h=gt2
2

进行

竖直位移的验证,水平方向上代入公式x=v0t进行

验证,观察与所测量的水平位移间的差异.

3 实验总结

DIS实验将平抛运动的轨迹及规律的探究合二

为一,实验的直观性和可视性较强.而传统实验可视

性不强,学生无法直接观察到平抛运动的轨迹,需要

通过细致的作图才能将其表现出来.作图上便会存

在很多误差,并且重复进行实验需要大量时间.
进行规律的探究需要学生分析处理数据,有利

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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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圆纸片与鱼线的节点相连接,可随着共力

点的移动而移动,可在任意位置确定分力的角度.
(5)合力的方向始终在竖直方向,不需要测量,

减少了数据的测量工作量.
(6)整个装置所测量的面是竖直平面,当整个

装置稳定之后,就可以进行读数,避免了之前由于人

工操作不稳定带来的误差.

3.2 教学价值

采用该教学实验装置,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兴

趣,让学生在简单的操作中思考装置的设计思想,体

会创新以及探究的乐趣.整个实验所存在的误差也

是较小的,所以学生在读数不出差错的情况下可以

通过测量的数据得出平行四边形定则.整节课下来,

学生的自主探究和思考使学生能够在教学中成为主

体,提高了课堂教学的质量.

4 总结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自制教具的

使用与制作,将大大灵活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

良好的思维品质,提高学生良好的探究能力和合作

能力,综合提高学生的物理学科素养,全面落实高中

物理教学目标[3].
本文所介绍的自制实验装置操作起来简单方

便,实验现象明显,实验结果也比较准确,在之前的

众多实验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在课堂上学生

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探究一步一步寻得实验结论,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探究能力和动脑思维能力,

还激发了学生寻求真理的欲望,让学生真切地感受

到物理,体会物理的乐趣.因此在课堂中可以通过利

用此实验装置,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用理论指导实

践,用实践验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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