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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改后高考试卷中实验类问题所占比重很大,不仅以独立题型出现,而且以选择题、填空题或综合题

的形式出现.实验题一般综合较强,思维量大,常给学生解题造成困扰,然而新课改后物理课时压缩,难以对实验进

行全面深入的复习.笔者根据高中物理实验的特点进行归类和整理后,提出自己的一些复习策略和建议,以力学

DIS实验部分为例,就高中物理实验的复习进行分析和总结.
关键词:“3+3新课改” 物理实验  复习策略

  

1 引言

2014年上海市进行了高考改革,将“3+1”的高

考模式转变为“3+3”,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选

考科目组合的多元,在鼓励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

在引导着他们结合自身情况和个性特长,做好生涯

规划;高考改革的深入,为中学推进素质教育和高校

科学选拔人才搭建了更好的桥梁.高校诸多专业对

物理学科要求占比是最高的.这是因为高中物理不

仅肩负着普及科学知识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提高

学生科学素养的重任.
新课改后,高中物理知识的容量并没有显著减

少,然而课时却进行了压缩,高三一周只有4节物理

课,而物理等级考在5月初就要考试,相比以往提前

1个月的时间.笔者根据新课改后高三的一年教学

亲历,发现根据现在物理课时第一学期第一轮复习

就没有复习完,其他学校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在高三

第一次模拟测试中,第六章气体,第十一章光的本

性,第十二章原子与宇宙都没有进行考查.第二学期

第一个月第一轮复习才结束,距离等级考试已不足

两个月的时间,如何在如此紧张的课时中对实验专

题进行有效的复习,是每一个物理教师都需要思考

的问题,笔者与物理组教师以及区教研员沟通交流

过后,有以下几点的思考和想法,就以力学DIS实验

部分为例,对高中物理实验专题的复习提出自己的

见解和看法.

2 知识概述

高中物理实验主要包含力学实验、热学实验和

电学实验,实验题即可以是一种独立的题型,又可能

以选择题、填空题或综合题的形式出现.主要考查两

方面的内容:

(1)考查学生正确使用仪器的能力及对实验方

法和原理的理解;

(2)考查学生观察分析实验现象,归纳处理实

验数据和解决问题,排除故障等科学探究能力.
力学实验题侧重考查学生一些常规的实验,包

含:

(1)基本实验仪器的使用、实验原理和测量方

法的理解、实验条件的控制;

(2)实验过程及注意事项;

(3)实验结果的处理以及误差分析.
实验题无论如何考查,其原理和方法都离不开

教材的实验,考试时应根据考题,思考学习过的类似

实验,以实验目的为抓手,围绕实验原理,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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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及误差分析等环节,来寻找突破口.

3 备考实验

力学DIS实验中,主要根据实验目的和实验原

理来选用位移传感器、光电门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

来完成不同的实验项目,如图1所示.因此对于每位

学生来说,关键就在于对传感器的原理及使用的理

解和掌握,因此复习时,首先对各个传感器工作原理

和使用的注意事项进行归类讲解,然后再以传感器

的主线来复习各个实验内容,提高复习的效率.

图1 力学DIS实验复习导图

4 复习策略

4.1 对传感器的原理及使用的复习

首先在课堂上给学生展示3种不同的传感器,

让学生辨别出传感器的名称,并根据传感器的构造

来描述各个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并且在使用过程的

注意事项,如图2所示.然后引导学生说出,利用该

传感器可以完成高中物理中哪些实验,并对其进行

归类整理如表1所示.

图2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及注意事项

表1 不同传感器对应的实验

传感器名称 相关的实验

位移传感器

1.用DIS测定位移和速度

2.用DIS测定加速度

3.用DIS研究加速度与力的关系,加速
度与质量的关系

光电门传感器

1.测变速直线运动的瞬时速度

2.用DIS研究机械能守恒定律

3.用单摆测定重力加速度(DIS法)

力传感器 1.用DIS验证牛顿第三定律(演示)

  【例1】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1)位移传感器测距原理

位移传感器由 和 组成,位移

传感器发射器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发射 ,

同时还发射相应的红外线信号.位移传感器的接收

器接收到 时开始计时,接收到 时

停止计时.由于红外线的传播速度为光速,近距离内

传播时间可忽略不计,故可认为位移传感器收到红

外线的时间等同于 ,位移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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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接收器记录的时间乘以 就得到发射器和

接收器之间的距离.
参考答案:发射器,接收器,超声波,红外线信

号,超声波信号,发射器发射红外线的时刻,声速.
(2)光电门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光电门的门式结构,如图3所示,A 管发射红外

线,B 管接收红外线.A,B 之间无遮挡物时,电路断

开;有物体挡光时,电路接通.计算机根据挡光物的

和挡光 ,自动算出物体的运行速

度.当挡光片的宽度逐渐减小时,测得的速度值越来

越趋近于小车经过光电门所在位置的 .

图3 光电门

参考答案:宽度,时间,瞬时速度.

4.2 传感器对应物理实验的复习

让同学思考:利用这些传感器可以用来做哪些

实验呢?

【例2】传感器的使用

(1)“用DIS研究变速直线运动位移和时间的关

系”时,将位移传感器的 部分固定在小车

上, 部 分 固 定 在 轨 道 右 端,并 将 它 与

相连.
参考答案:发射器,接收器,数据采集器.
(2)在“用DIS探究牛顿第二定律”的实验中,

图4是本实验的装置图,实验采用的是位移传感器,

其发射部分是图中的 ,与数据采集器连接

的是 部分.(填 ① 或 ②)

参考答案:①,②.

图4 探究牛顿第二定律实验装置

(3)如图5所示是“用光电门传感器测定小车瞬

时速度”的情境,某同学采用不同的挡光片做了3次

实验,研究小车经过光电门的瞬时速度,并对测量精

确度加以比较.

图5 用光电门传感器测定小车瞬时速度

1)每次释放小车的位置应当 ;

2)测量的是小车前端P 抵达 点(选

填a,b或c)时的瞬时速度.(a,c间距恰好等于小车

的长度)

3)若每次小车从相同位置释放,记录数据如

表2 所 示,那 么 测 得 瞬 时 速 度 较 精 确 的 值 为

m/s.

表2 实验数据

次数 挡光片宽/m 挡光时间/s 速度/(m·s-1)

1 0.080 0.036 2.22

2 0.040 0.020 2.00

3 0.020 0.0105 1.90

参考答案:相同,c,1.90.
(4)在用“单摆测重力加速度”的实验中:

某同学尝试用DIS测量周期.在单摆下方放置

一个光电门传感器,其轴线恰好位于单摆悬挂点正

下方.图 中 光 电 门 传 感 器 的 引 出 端 A 应 接 到

.使单摆做小角度摆动,当速度最大时,

摆球位于 .

图6 光电门传感器引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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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答案:数据采集器,最低点或平衡位置.

4.3 对实验过程及注意事项的复习

【例3】如图7所示为“用DIS研究机械能守恒定

律”的实验装置.下列步骤中正确的是(  )

A.让摆锤自然下垂,以摆线为基准,调整标尺

盘的放置位置,使标尺盘上的竖直线与摆线平行

B.将摆锤置于释放器内并对释放杆进行伸缩

调整,使摆锤的系线松弛一点以方便释放摆锤

C.调整光电门的位置,使光电门的接收孔与测

量点位于同一水平面内

D.将释放器先后置于A,B,C 点,将光电门置

于标尺盘的D 点,分别测量释放器内的摆锤由A,

B,C3点静止释放摆到D 点的势能和动能

图7 研究机械能守恒定律实验装置

参考答案:A,C.

【例4】在用“单摆测重力加速度”的实验中:下

面所给器材中,选用哪些器材较好,请把所选用器材

前的字母依次填写在题后的横线上.

A.长1m左右的细线      

B.长30cm左右的细线

C.直径2cm的铅球       

D.直径2cm的铝球

E.停表            

F.时钟

G.分度值是厘米的直尺     

H.分度值是毫米的直尺

1)所选用的器材是 .

2)实验时对摆线偏离竖直线的偏角要求是

并且要让单摆在 平面内

摆动.

参考答案:1)A,C,E,H;

2)小于5°,同一竖直.

4.4 对实验结果的处理及误差分析

【例5】用DIS研究物体运动的st图,如图8所

示,可知小车的运动方向是 (填“靠近”可

“远离”)传感器的固定部分,1.0s时小车离初始计

时点距离为 m.

图8 s t图

参考答案:靠近,0.2.

【例6】在“用DIS实验研究加速度与质量的关

系”实验中,测得了如表3所示的5组数据.

表3 测得的实验数据

组别 1 2 3 4 5

a/(m·s-2) 0.33 0.28 0.25 0.22 0.20

m/kg 0.30 0.35 0.40 0.45 0.50

  (1)根据上述数据在坐标平面上画出对应的数

据点,然后做出a m 的关系图像;

(2)为进一步确定加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应画a

图像,并在图9(b)中做出该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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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画图

(3)本 实 验 得 出 的 结 论 是

参考答案:1):略;2):1/m;3):物体所受的外力

一定时,加速度大小与质量成反比.

【例7】在用单摆测重力加速度的实验中:

(1)某同学测出不同摆长时对应的周期T,作出

L T2 图线,如图10所示,再利用图线上任意两点

A,B 的 坐 标 (x1,y1)、(x2,y2),可 求 得 g =

.

图10 L T2 图线

(2)若该同学测量摆长时漏加了小球半径,而

其他测量、计算均无误,则以上述方法算得的g值与

没有漏加小球半径算得的g′值相比是g

g′(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

参考答案:1):4π
2(y2-y1)
(x2-x1)

;2):等于.

【例8】“用DIS研究机械能守恒定律”:某组同学

在一次实验中,选择DIS以图像方式显示实验的结

果,如图11所示.图像的横轴表示小球距D 点的高

度h,纵轴表示摆球的重力势能Ep,动能Ek 或机械

能E.

图11 实验结果

试回答图像中,表示小球的重力势能Ep,动能

Ek,机械能E随小球距D 点的高度h变化关系的图

线分别是 (按顺序填写相应图线所对

应的文字).

参考答案:乙,丙,甲.

5 结语

试题的作用,是对学生的能力和知识水平提供

客观、准确、稳定的度量[1].实验题的作用亦然,教师

在高三有限的复习时间内应重视实验题进行分析和

归类,通过对学生系统的训练无疑是可以提高复习

的效率,进而提高学生的成绩.但万变不离其宗,实

验题只是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考查,不能忽

视学生对教材中的基本原理、定律的基础知识的教

育.笛卡尔曾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

识[2].

本文分析实验题、并对实验题进行分类的目的,

就是通过运用物理学科的思想方法来研究它,使学

生掌握物理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不断

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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