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安法测电阻实验报告单 伏安法测
电阻实验的数据处理(精选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
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安法测电阻实验报告单篇一

1.知识与技能：应用欧姆定律，学习一种测量电阻的方法；
会同时使用电压表与电流表，了解钨丝的电阻特性。

2.过程与方法：通过测量小灯泡的电阻，了解欧姆定律的应
用。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实验电路的设计、连接以及测量过
程中的兴趣培养，爱护实验器材。

仪器和材料：电流表、电压表、电源(蓄电池或干电池组)，
滑动变阻器、单刀开关、导线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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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自己设计电路图(参考课本图，再在图基础上，画出
包括电源、开关、滑动变阻器在内的电路图)。

(2)根据实验设计，选择实验器材，同时要重温电流表、电压
表和滑动变阻器的使用方法。

(3)按照电路图连接电路，注意接线应有序进行，实物接线应
和电路图一致。接线时，开关要断开，再根据实验需要接成
通路、开路。每次读数后，开关要及时断开。



(4)实验中需要测量三组数据，这只要改变变阻器的滑片位置，
开始时，滑片应置于最大阻值位置，实验时，将它的阻值逐
渐由大向小调节，并尽量选择电流的(）读数只有1位小数的
数值，以便于计算。

用电压表并联来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用电流表串联来测量
电阻通过的电流强度。但由于电表的内阻往往对测量结果有
影响，所以这种方法常带来明显的系统误差。有两种接法：
外接法和内接法。所谓外接内接，即为电流表接在电压表的
外面或里面。这样，接在外面，测得的是电压表和电阻并联
的电流，而电压值是准确的，根据欧姆定律并联时的电流分
配与电阻成反比，这种接法适合于测量阻值较小的电阻；接
在里面，电流表准确，但电压表测量得到的是电流表和电阻
共同的电压，根据欧姆定律，串联时的电压分配与电阻成正
比，这种接法适合于测量阻值较大的电阻。另外，人们为了
消除电压表、电流表的影响，还有各种伏安法测电阻的补偿
电路，但都需要用到电流计，且电路十分繁琐。伏安法测电
阻虽然精度不很高，但所用的测量仪器比较简单，而且使用
也方便。是最基本的测电阻的方法，测电阻的方法还有替代
法、惠斯通电桥法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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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技能

应用欧姆定律，学习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小灯泡的电阻。

理解电阻是导体本身固有属性，了解灯丝（钨丝）的电阻特
性。

过程与方法

通过测量电阻，了解欧姆定律的应用，进一步了解和学习物
理研究问题的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培养学生设计实验、连接电路、测量及分析归纳物理规律的
兴趣。

［教学重点］

1.学习应用欧姆定律，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电阻

1.实验电路的设计、连接，电流表、电压表量程的选择，滑
动变阻器的使用，实验数据表格的设计。

2.理解电阻是导体本身固有属性，与导体两端的电压及通过
导体的电流无关。了解灯丝（钨丝）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
性。

［教学准备］

学生分组探究实验器材：电流表（1）、电压表（1）、滑动
变阻器（1）、甲电池（2）、定值电阻（5ω、10ω各1个）、
小灯泡+灯座（1）、导线10根。

［教学设计］

［新课导入］

1．复习：欧姆定律的内容、适用条件及其数学表达式。

2．教师提出问题：用电流表和电压表你能测量出定值电阻的
阻值吗？试说明测量原理，并作出测量电路图。

［新课教学］

学生思考、设计实验：



学生思考、设计实验实验电路：

学生猜想、假设实验结果：

学生探究实验：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出定值电阻的阻值。

学生分析、归纳实验结果：电阻是导体本身固有属性，与导
体两端的电压及通过导体的电流无关。

教师引导学生测量小灯泡的灯丝电阻：你想不想知道小灯泡
的灯丝的电阻有多大呢？

学生设计实验电路：

学生探究实验：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小灯泡的灯丝电阻。

学生发现问题：在不同电压和电流的情况下，小灯泡的灯丝
的电阻不同。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归纳物理规律。

学生实验思考：请分别按电路图（一）、电路图（二）的方
式测量小灯泡正常工作时的电阻（u实际=ue）。测量值相等吗？
为什么？试说明其中的物理原理。

［布置作业］

（1）完成实验探究报告

（2）p23.动手动脑学物理：1～4

［［板书设计］

§6-5测量小灯泡的电阻



1．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测量电阻：

测量原理：根据欧姆定律i=u/r可得r=u/i。

待测量的物理量：通过待测电阻的电流

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测量电路图：

测量器材：

电流表量程的选择方法：

电压表量程的选择方法：

滑动变阻器：

（a）在本次实验中的作用：保护电路中的电流表、小灯泡、电
源。

减小测量误差。

（b）正确使用方法：开关闭合前，滑片p应处于什么位置？

2．电阻是导体本身固有属性，只与导体的材料、长度、横截
面积及温度有关，与导体两端的电压及通过导体的电流无关。

3．灯丝电阻与温度有关：白炽灯正常发光时的电阻大约是其
不工作时电阻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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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觉着有许多感触，即有新的课改精神，
又有一些不足之处。现在对这节课进行了反思如下：



1、成功之处

在教学过程中，我积极的创设一种和谐，轻松的探究学习氛
围，使学生在做中学，玩中学，带着疑问去探究。并用语言
去鼓励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敢于质疑，敢于创新。

2、不足之处

在课堂教学安排上，在探究之前的方案设计上用时过长，使
的反馈练习用时有些少，在整个教学环节上显的“头重脚
轻”。使得反馈练习的时间不够用。

3、教材设计

地位和作用：“伏安法测电阻”是学习并理解欧姆定律之后
的一节探究课，是对欧姆定律知识的升华，也是对电压表和
电流表使用的。更深一层次的练习。为以后的电学探究左打
好坚实的操作基础。

教材处理：本节内容分教材开门见山的提出用“伏安法测小
灯泡在不同亮度下的电阻”，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利于
中下等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和应用，所以我在进行实验探究之
前用了一定的时间去让学生理解“伏安法测电阻”，所以导
课时间比较长针对本课的教学目标和学生容易出现的思维障
碍，本课的教法主要采用引导探究法。精心构筑体验的平台，
把握“开”、“引”、“放”三个环节。“开”即开放情境、
提供资源，提出课题、交给学生富有探索性的任务。“引”
即在学生的探索活动遇到困难时，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实践
探索，而不是超前指路、给结论，更不能“代替”学生得出
结论。“放”即“放开来让学生学活”，允许学生提出不同
见解，鼓励“标新立异”。

《伏安法测电阻》评课记录



1、准备相当充分，语言少而精。学生自己设计电路图，自己
连接电路实物图，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2、小组实验开展很成功，真正地让学生动起来了。

3、能充分体现出小组的合作意识，遇到问题能及时在小组内
进行沟通、交流并解决问题。

4、能将实验的数据完整的让学生展现在黑板上。

5、在展示电路图和实物连接图时做得很好，能充分运用多媒
体教学的资源，通过动画展示实物图的连线顺序。

6、在整个课堂上，安排了两次学生帮助老师检查电路图连接
及实物连接，让学生真正地参与了进来。

建议：该实验可以利用定值电阻来代替小灯泡，做起来可能
会更好些。

7、这是一堂很好的实验研究课，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很少，语
言都很精练，学生积极性相当高。

8、能及时对课堂进行评价，并交先完成的组去帮助老师检查
其他组。

9、老师和学生的优势都充分体现出来了。

10、从教学设计和学生参与情况可以看出对教材挖掘较深，
针对自己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出合理的教学案。

小结：本课教学中教师充分以学生为主体，非常注重对学生
的引导，能很好的应用高效课堂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设计
了许多问题，多次提问，多次让学生讨论，努力培养了学生
的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探究中学生的学习热情高昂，教学
效果明显。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多多互相听课，加强集体



备课，更好的在教学中渗透高效课堂的教学理念，更快、更
好的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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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伏安法测电阻)

【实验目的】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

【实验器材】电源、电键、电压表、电流表、待测电阻、滑
动变阻器、若干导线等。

【实验原理】r=u/i

【实验步骤】

1.如图所示连接电路，电键处于断开状态，滑动变阻器连入
电路中的电阻处于最大值。

2.移动滑片到三个不同位置，记下相应的电流表示数和电压
表示数。

3.根据公式计算三次的电阻，最后通过求平均值得到待测电
阻的阻值。

滑动变阻器在实验中作用：多次测量，求平均值，减小误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