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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 物 理 实 验 教 学 中 数 字 化 实 验 的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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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物理以实验教学模式为基础，将日常生活现象引入到物理实验中，鼓励学生观察与思想，通过猜想，验证一些 

可能存在的物理性质，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实验方法即D IS进行发现、探究、验证、推理以及拓展实验，将实验理念与现代化先进 

技术有效结合，最终用数字图形将物理规律直观地呈现出来。实验操作中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关键词：高中物理；实验教学；数字化实验；应用

新课标背景下高中物理数字化实验的推广与应用，有助 

于为学生与教师解决问题与疑惑，并且能在教学过程中找到 

理论教学课堂与数字化实验教学中的衔接点。本文提供了 

在物理电学实验教学的方案设计，为物理教师在理论知识教 

学基础上深度开展物理数字化实验教学提供借鉴，更好地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物理应用能力，从而推动物 

理实验教学发展。

一、 高中物理数字化实验教学现状

数字化教学实验的英文缩写为“DIS”。数字化实验课堂 

的开展主要需要准备传感器、计算机、数据采集器等一些与 

之相关的采集处理设备，另外还要准备配套仪器设备。

物理实验课开展之前，准备物理实验器材是一项繁琐复 

杂的工作，这样增大了物理教师的教学负担，进而使得一些 

物理实验教师放弃数字化实验，尽量开展传统实验教学或者 

是不开展实验教学。

数字化实验的开展需要相应的数字化实验配套设施。 

相关的配套设施由于采购成本较高，对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差 

的学校而言，限制了数字设备配置，数字化实验教学就无法 

顺利开展。如果增加数字化实验教学，就会使得在反复的使 

用中造成零件损坏，且维修费用高，导致部分学校数字化实 

验室成为了摆设。

教育理念不同也会影响到数字化实验教学情况，近几年来 

高中物理试题中数字化内容比例逐渐加重，但物理实验问题依 

旧是通过物理理论知识教学开展，教师通过理论教学仍然可以提 

高学生的考试分数，数字化实验教学模式是否开展对物理分数的 

影响不大，这也是物理教师忽略数字化实验教学的关键性原因。

二、 数字化实验教学模式的积极作用

数字化实验教学模式是现代教学中逐渐兴起的新型教 

学手段，与传统实验教学相比较，其弥补了传统实验操作的 

不足，采集到的数据信息也更加具有精准性。数字化实验系 

统能够充分地利用现有设备资源，践行新课改的改革措施。 

教师在引导学生养成正确学习习惯以及培养探究能力的同 

时，更加有利于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拓展课堂知识内容，提升 

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及探究能力。另外，还为物理实验教 

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抽象的物理知识具象化，使物理课堂 

变得简单轻松，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物理知识基础。

三、 数字化实验教学模式在电学中的设计应用

依据鲁教版教材与高考考试大纲，结合物理实验设备与 

具体的实验操作要求，下面针对测量金属电阻率教材内容展 

开数字化实验教学设计。

第一，明确课程目标：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螺旋测微器和 

正确读法;要求学生掌握伏安法测量金属电阻值并且借助欧 

姆定律测量金属电阻率。
第二，具体的实验设计步骤为：①使用螺旋测微器在导 

线不同位置分别测量，得 出 直 径 ^平 均 值 ，计算导线横截面 

积 S 。②将金属丝两端拉直且固定在接线柱上，测出接线路 

长度 L ，重复进行测量，求出平均值。③按电路图连接电路， 

开关处于断开状态且将变阻器调到最大阻值，用电流感器与

电压传感器取代电流表与电压表与电路相连接，调试传感器 

与采集器。④点击开始按钮，拨动变阻器滑片使其进行数据 

信息采集工作，采集完毕后点击分析按钮，设 定 X 轴为电流 
变化曲线，Y 轴为电压变化曲线，呈现函数图像。将图片进 

行存储或者输出，对伏安特曲线进行分析，计算金属电阻值。 

⑤切断电源，将设备仪器数值归零。经同学测量以及计算后 

得出以下数据。
电阻只（n ) : 121.0、50、23. 9、10.0、3.1;直径 d (m m) :

0.801、0.999、1.201、1.494、1.998;导线横截面积 S (mm2) :

0.504、0.784、1.133、1.753、3.135。

如果导线的电阻率为 P =  5.1X 10-7n  • m ，根据公式

只= " L ，那么表中阻值为3.川的导线长度（m)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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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实验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三点。其一，在 

使用数字化实验探究系统中，采用电流传感器与电压传感器 

取代电流表和电压表，并将其与计算机紧密相连。注意在实 

验操作前一定要清零，这样能够保证实验结果数值的精准 

度 ，同时要做好计数准备。其二，将滑动变阻器滑片缓慢地 

由一^端移向另一^端，读取电流表与电压表数值；其三，在读取 

完数值后，点击计算机上的停止按钮。检查实验数据结果， 

若得出的数据效果不太理想，分析存在误差原因，并且重复 

进行以上操作，直到的得出理想数据结果。

第四，进行曲线描绘。通过计算机分析函数得到图像， 

将图像导出。

第五，引导学生思考实验使用电流表外界的原因，图线 

变化中的直线斜率的物理含义，以及导体电阻率值能否通过 

伏安特性曲线准确表现出来。

第六，要求学生撰写实验报告，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器 

材、实验具体操作流程。

第七，向学生讲解常规数据信息的处理方式：在数据采 

集器中选取相应的坐标点，做好标记记录，在坐标纸上按照 

坐标形状画出图像，将画出的图像与计算机分析处理的图像

作对比，也可以在计算机中直接导出函数图像。

结束语：

在新课改形式下，物理实验教学的开展愈来愈凸显其重 

要性，数字化实验教学在实验教学中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 

此 ，就要求高中物理教师在跟随时代发展中不断探索创新， 

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将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作为物理教学 

课堂的重要目标之一，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物理应用型人 

才 ，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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