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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验有自己的实验目的、实验知

识、实验方法，在实践活动中要理解实验的

作用，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使所学的知识得

到巩固，这样学生的思维和操作能力才能

不断提高，同时学生在实验中明白每个出

现的数据，并进行整理和分析。
一、物理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实验是物理教学的基础和必要手段，

物理实验在物理教学中主要是为了让学生

有一个好的学习物理的环境。同样，一个好

的教学方法也是通过好的教学手段来实现

的。通过对实验的演示、分析，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和学习的主动性，加强学生的能

力，使学生掌握物理实验的知识和方法，物

理教学还应符合学生学习的规律和特点。
二、物理实验中常见的几个数据处理

问题

实验中数据处理主要是通过作图和方

程来记录的。但是由于作图和方程的不规

范也会导致数据的误差和丢失。在物理实

验中，误差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

必须去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避免这

些因素的发生，提高物理实验的质量。
1.人为产生的数据误差问题

在实验过程中，人为因素是产生误差

的主要原因。读数错误、视觉误差和计算

错误等都包括人为因素在内。误读通常是

发生在游标卡尺、螺旋测微仪等量具上。当

读取测量值时，读取方向不同或刻度面不

在一个平面上时，就会产生由于视差带来

的误差。误算就是在计算过程中，由于公式

不正确或者粗心大意导致计算错误而产生

误差。
2.实验使用量具中存在误差问题

在物理实验中，量具本身存在着的问

题也会导致误差的产生。量具的制作过程

不标准导致的刻度误差，或者可能用得时

间比较长导致刻度磨损，以及使用前未经

校正等。所以，在使用量具前要进行仔细检

查，符合标准后方能使用。

3.实验过程中环境变化产生的数据误差

问题

在做物理分子学实验时，可能由于温

度变化或者场地的不同，导致物理现象不

是很明显，所以得出的结论会跟理论有所

差异。在做电学实验时，由于时间长了之

后，电源电动势变小或者仪器受热变形等，

导致测得的结果不准确，误差自然就不可

避免了。
三、分析电学实验数据误差问题的检

测方法

在物理实验中，电学实验所测的数据

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处理，才能找出各

物理量之间的关系，以物理量为自变量 x，

测量其他自变量对应的物理量 y 值。为了

保证最初数据的准确，记录好初始的数据，

正确使用数据处理的方法，减少误差的出

现，通过对电学实验数据的处理，找出两者

之间的关系。下面就常用数据的处理方法

进行讨论。针对电学实验中对数据误差处

理的常见问题，为达到实验的目的，以下就

用伏安法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为例进

行分析。
伏安法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在电学实验过程中，对测量电源的电

动势、内阻主要涉及有两种电路的接法。一

种是安培表内接法，另一种是安培表外接

法。通过这两种方法对在电学实验中数据

的误差进行分析。
1．安培表内接法：电学实验中数据的误

差主要是由于实验电压表分流作用而引起

的。测量的电路如下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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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实验过程中没有考虑电压表分流作

用，所测得的电源的电动势、内阻为测量

值；相反，就为真实的值，因此可知：E 测=U1+

I1r 测①，E 测=U2+I2r 测②。

合并①②可以得：

E 测= I1U2-I2U1

I1-I2

r 测= U2-U1

I1-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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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虑到了电压表的分流作用后就有

下面的表达式：

因此：E 真=U1+（U1

RV
+I1）r 真③，E 真=U2+

（U2

RV
+I2）r 真④

合并③④可以解得：

E 真= （I1U2-I2U1）RV

（I1-I2）RV+（U1-U2）

r 真= （U2-U1）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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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测与 r 真可构成等式 1
r 真

= 1
r 测

- 1
RV

可

得：r 测= RV

RV+r 真

·r 真，因此 r 测＜r 真。 E 测

E 真

=

RV

RV+r真

，由此可得：E 测= RV

RV+r真

·E 真，因此 E 测＜

E 真。
2．安培表外接法：在电路实验中的数据

误差是因为电流表分压的作用而引起的。
在这种情况下，测量电路如下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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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实验过程中没有考虑电流表分压作

用的影响，所测得电源的电动势、内阻为测

量值；相反，其为真实的值，因此可知：E 测=
U1+I1r 测①，E 测=U2+I2r 测②。

合并①②可以解得：

E 测= I1U2-I2U1

I1-I2

r 测= U2-U1

I1-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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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了电流表的分压作用就会

有下面的表达式：

由：E 真=U1+I1 （RA+r 真）③，E 真=U2+I2
（RA+r 真）④

物理实验中数据处理的几个问题
★魏益堂

摘 要：物理实验是解决有关物理问题的重要方法，解释物理实验过程中每个数据出现的意义，使学生通过物理实验对知识的创

新，或能够把知识引用到其他可以引用的知识点上。本文对物理实验在教学实验中的作用做出了讨论，提出了在物理实验中常出现的

数据问题及解决方式，还针对电学实验做出了对电学实验数据误差的检查及其消除方法。系统地掌握了物理实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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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③④可以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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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给出的结论，比较 E 测与 E 真

为：E 测=E 真；比较 r 测与 r 真为：r 测=r 真+RA 所

以 r 测>r 真。
在物理实验中要了解相关的知识和要

注意到的问题，了解其作用性，掌握物理实

验的基本方法，避免出现在实验过程中对

数据处理不当的问题。学生通过物理实验，

可以加深对课本里面定理及定义的了解，

设计实验方案，记录实验数据，排除在实验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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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追求课堂

教学的有效性是每一位教师思考和探索的

问题。笔者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总结

了如下几点：

一、数学问题生活化，让学生在解决实

际问题中学会知识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数学

教育和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创设有助于学

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生活环境，让生活

中的问题走进数学课堂。如：在讲“圆柱和

圆锥的侧面展开图”这一课时，我设计了一

只小老鼠偷吃粮食的问题：一个圆锥形的

粮囤，一只小老鼠正在点 P（点 P 是母线上

的中点）处偷吃粮食，一只猫在 A 处绕粮

囤的侧面捕捉小老鼠，则小猫捕捉小老鼠的

最短距离是多少？在学习三角形的稳定性

时，我故意搬了一把来回晃动的椅子，就问

学生有什么办法使椅子不晃动？学生的积

极性很高，在修椅子的过程中，引出三角形

稳定性的概念，并进一步让学生举出三角

形稳定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用途。
利用生活中的素材，巧妙地设疑，让学

生体会到数学的魅力，培养学生留心观察

周围数学现象的习惯。提高了学生有意识

地用相关知识去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二、复杂问题形象化、简单化，提高学

生学习效率

教师应善于用形象的语言描绘数学问

题，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以激活学生浓厚的

学习兴趣，使学生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如：

讲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组的解法”一节时，

在表述不等式组的解集时，我编成“大大取

大，小小取小，小大大小中间找，大大小小

解不了”的口诀。使问题简单，大大提高了

教学效率。

三、抽象问题直观化，加深学生对数学

问题的全面理解

多媒体有教学直观形象，新颖生动，声、
光、色、形兼备等诸多优点。通过多媒体的演

示，能够作用于学生的各种感官，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学生可以直观地观察事物的变

化过程，从而逐步体会到数学知识的产生、
形成和发展过程。易于对新知识更深刻地

理解和科学地掌握。如“圆与圆的位置关

系”教学中，应用多媒体的动态演示各种位

置关系：画一个大圆和一个小圆。首先，两

圆离开一段距离，然后两圆慢慢相对运动，

就会形成外离、外切、相交、内切、内含这五

种位置关系。这样设计，使静态的知识动态

化，并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画面，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均得到了全面的强

化。
四、数学问题趣味化，诱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数学知识原本就比较抽象，各种概念

的描述既枯燥又无味。整个课堂从头至尾，

犹如平静的湖面，毫无波折，怎能不令学生

厌烦？因此在数学课堂上教师可穿插一些

相关的故事来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

上数列极限时，就可以引用这样一个故事：

在印度，流传有这样一件趣事，国王打算重

赏国际象棋的发明人———他的宰相西萨

班·达依尔。宰相要求的赏赐是：在棋盘的

第一格赏他一粒麦子，在第二格内赏他两

粒麦子，在第三格内赏他四粒麦子，第四格

内赏他八粒麦子，依次下去，直到放满 64
格格子。国王一听，几粒麦子，加起来也不

过是一小袋，他就答应了宰相的要求。可是

实际一算，当时全世界的土地全种上麦子，

也收获不了这么多。同学们，请你们算一算

是多少？通过这个故事激发了学生的求知

欲望，也自然体会到学习数学的乐趣。

五、数学问题重说理，提高学生的应变

和解题能力

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即使是

一种技艺都要勤练，更何况是学习抽象、枯
燥的数学知识呢？语言是思维的直接体现，

语言的条理性反映了思维的条理性。我认

为学生能“说理清楚，语言规范”说明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好。在学习“列方程解应用

题”时，要特别重视教会学生分析数量关

系，对已知和未知的数量进行分析、综合，

这是解决应用题的关键，也是说题思路训

练的关键。为了让学生掌握基本思路，我

设计了相对固定的“说题流程”。如：这是一

道 的应用题（类型），要求 （问

题），必须知道 和 （条件）；再根

据 这个数量关系，列式子 。通过

说题思路，潜移默化地渗透了严谨的数学逻

辑思维的思想。
六、数学问题重操作，诱发学生的求知欲

学生动手是一种乐趣，动手过程是思

维和认识的过程，通过学生操作实践，让他

们根据自己的体验，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

探究、去发现有关的数学知识，激活他们的

学习兴趣。如：学习对称知识时，我先向学

生展示精美的对称剪纸图形，让学生自己

尝试着剪出更多的对称图形，通过动手实

践，合作交流，理解“对称”的意义。在学习

“瓷砖的铺设”一节时，我带来一些不同尺

寸 的 瓷 砖 ， 让 一 部 分 学 生 上 台 表 演 铺

设，展示了他们的动手能力，调动了学习的

积极性。在学生动手操作中，促进了学生对

数学知识的感受、领悟和欣赏。
总之，数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但数学

教学并非得要板起面孔来说教，作为一名

优秀的数学教师要善于通过多种途径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成为学习数学

的主人，在应用中提高他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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