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基本实验

高考试题中的实验问题，基本上都是以《课程标准》规定的实验的基本方法为蓝本进

行改编、组合与创新，所用仪器器材、实验原理、方法等都是在基本实验中所使用过的。如

海南物理第 11 题，完全就是课本中的基本实验，全国课标理综 I 的第 22 题，就是将课本中

利用打点计时器测量加速度实验中的打点计时器成了光电门，这一替换，实验原理也就由

变成了 。全国课标理综 I 的第 23 题，就是课本中“练

习使用多用电表”与“测量电源电动势与内阻”两个基本实验的整合。

例 5．（2013 海南物理-11）某同学用图 5a 所示的实验装置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已知

打点计时器所用电源的频率为 50 Hz，当地重力加速度为 g=9.80 m/s
2
。实验中该同学得到

的一条点迹清晰的完整纸带如图 5b 所示。纸带上的第一个点记为 O，另选连续的三个点 A、

B、C 进行测量，图中给出了这三个点到 O 点的距离 hA、hB和 hC的值。回答下列问题（计算

结果保留 3位有效数字）：

（1）打点计时器打 B 点时，重物速度的大小 vB= m/s；

（2）通过分析该同学测量的实验数据，判断他的实验结果是否验证了机械能守恒定律。

简要说明分析的依据。

答案：（1）3.90 （2）能验证。分析过程略。

点评：本题的创新之处是第（2）问，考查的是学生对实验过程的评判能力。

例 6．（全国课标理综 I-22）图 6（a）为测量物块与水平桌面之间动摩擦因数的实验

装置示意图。实验步骤如下：

①用天平测量物块和遮光片的总质量 M、重物的质量 m；用游标卡尺测量遮光片的宽度

d；用米尺测量两光电门之间的距离 s；

②调整轻滑轮，使细线水平；



③让物块从光电门 A 的左侧由静止释放，用数字毫秒计分别测出遮光片经过光电门 A

和光电门 B所用的时间ΔtA和ΔtB，求出加速度 a；

④多次重复步骤③，求 a的平均值 ；

⑤根据上述实验数据求出动摩擦因数μ。

回答下列问题：

（1）测量 d 时，某次游标卡尺（主尺的最小分度为 1 mm）的示数如图 6（b）所示，其

读数为 cm。



（2）物块的加速度 a 可用 d、s、ΔtA和ΔtB表示为 a= 。

（3）动摩擦因数μ可用 M、m、 和重力加速度 g表示为μ= 。

（4）如果细线没有调整到水平，由此引起的误差属于 （填

“偶然误差”或“系统误差”）。

答案：（1）0.960 （2） （3） （4）系统误

差

点评：本实验是对打点计时器测加速度实验的创新，光电仪器及传感器在物理实验中

的运用是科技发展对物理学研究的必然影响。

例 7．（全国课标理综 I-23）某学生实验小组利用图 7（a）所示电路，测量多用电表

内电池的电动势和电阻“ 1k”挡内部电路的总电阻。使用的器材有：多用电表；电压表：

量程 5 V，内阻十几千欧；滑动变阻器：最大阻值 5 kΩ；导线若干。





回答下列问题：

（1）将多用电表挡位调到电阻“ 1k”挡，再将红表笔和黑表笔 ，调零点。

（2）将图 7（a）中多用电表的红表笔和 （填“1”或“2”）端相连，黑表笔连

接另一端。

（3）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调到适当位置，使多用电表的示数如图 7（b）所示，这时电

压表的示数如图 7（c）所示。多用电表和电压表的读数分别为 kΩ

和 V。

（4）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使其接入电路的阻值为零。此时多用电表和电压表的读

数分别为 12.0 kΩ和 4.00 V。从测量数据可知，电压表的内阻为 kΩ。

（5）多用电表电阻挡内部电路可等效为由一个无内阻的电池、一个理想电流表和一个

电阻串联而成的电路，如图 7（d）所示。根据前面的实验数据计算可得，此多用电表内电

池的电动势为 V，电阻“ 1k”挡内部电路的总电阻为 kΩ。



答案：（1）短接 （2）1 （3）15.0 3.60 （4）12.0 （5）9.00 15.0

点评：本题是多用电表原理与使用、测量电源电动势实验的组合，测量电动势与内阻

的实验原理，仍是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此题与 2011 年全国大纲理综第 23 题类

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