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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制实验器材并利用数字化传感器定量探究出电容的定义式;借助数字电容表自制教具“叠层式电容

器组”,实现对平行板电容器电容决定式的定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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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教版高中《物理·选修3 1》第一章第8节

“电容器的电容”一节中通过定性实验“电容器的

充、放电过程”以及类比“水容器”直接给出电容的

定义式.在“探究平行板电容器电容决定式”时是利

用定性实验进行处理,然后直接给出结论.笔者通过

自制实验器材并利用数字化传感器定量探究出电容

的定义式;借助数字电容表自制教具“叠层式电容器

组”,实现对平行板电容器电容决定式的定量探究.

1 定量探究电容的定义式

1.1 设计制作原理

根据图1所示原理图制作出实物装置如图2所

示,当某个电容器接入电路后,电键分别接b和a 时

对应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利用电流传感器可实时

记录电容器的充、放电电流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如图

3所示,横轴上方的图像表示充电过程中电流随时

间变化的规律,横轴下方的图像表示放电过程中电

流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图1 探究电容定义式实验电路

图2 探究电容定义式实验装置

图3 数字化软件记录充放电过程

图像与横轴包围面积的物理意义即为充、放电的

电荷量,通过数字化专用软件分别计算出图像与横轴

包围的面积分别为0.225843和0.218277,可以看出

在实验误差允许范围内,充、放电电荷量相同.
1.2 实验数据记录及结论

选定某一电容器,分别在电容器上加不同数值

的电压,多次对其充电,通过传感器得到对应的电荷

量,探究电容器所带电荷量Q 与所加电压U 之间的

关系.将实验数据录入Excel表格,并作出Q U 图

像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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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探究电容器电荷量Q 与电容器电压U 的定量关系

  从图4所示的Q U 图像中可以看出对于给定

的电容器,存储电荷量与所加电压成正比,比值为一

常量,这个比值定义为电容.

2 定量探究电容的决定式

2.1 设计制作原理

本实验装置是利用控制变量的思想定量探究平

行板电容器电容C 与正对面积S 和板间距d 的关

系.板间距d和正对面积S 的定量表达如下.
(1)铝箔纸间夹两层PVC塑料纸,就构成两极

板间距为2d的电容器,如图5所示.
(2)2个正对面积为S0、极板间距为d的电容器

并联,就构成一个正对面积为2S0、极板间距为d的

电容器,按此原理,制作电容器组,如图6所示.

图5 平行板电容器板间距的定量表达

  

图6 平行板电容器正对面积的定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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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木工板与亚克力板将上述多组电容器组

紧密封装在一起,最后的成品及其内部结构等效图

如图7所示.

图7 探究平行板电容器电容决定式的装置及结构

2.2 实验数据记录及结论

(1)探究电容器极板间距d相同,电容C与正对

面积S的关系.
利 用 数 字 多 用 电 表 测 (A1,B1)(A2,B2)及

(A1A2,B1B2)间电容大小,测得的数据及结论如表

1所示.
(2)探究电容器正对面积S相同,电容C与极板

间距d的关系.
利用数字多用电表测量(A2,B2)、(A3,B3)及

(A4,B4)间电容大小,测得的数据及结论如表2所示.
表1 探究电容C与正对面积S 的关系

项目序号 接线柱 极板间距 极板正对面积 电容大小C/μF 结论

1 A1B1 d 5S0 0.93

2 A2B2 d 10S0 1.86

3 A1A2B1B2 d 15S0 2.79

电容与极板正对面积成正

比

表2 探究电容C与极板间距d 的关系

项目序号 接线柱 极板正对面积 极板间距 电容大小C/μF 结论

1 A2B2 10S0 d 1.86

2 A3B3 10S0 2d 0.93

3 A4B4 10S0 3d 0.62

电容与极板间距离成反比

3 反思和体会

以上两个方案是笔者在“电容器的电容”教学

中的有益尝试,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来定量探究

电容的定义式及决定式,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帮助教

师突破了教学的难点,同时也使得学生对于概念的

建立和规律的理解更为准确深刻.
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新时

代教育信息化发展,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

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指出:“大力提升教

师信息素养,推动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变革,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 …… 实施新周

期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以学校

信息化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引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提升培训.”

作为新时代的一线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主动

践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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