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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实验报告(通用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情况，
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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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还可以选用易拉罐，拉盖不要全部拉开，开口尽量小一
些。倒净饮料后用电吹风对罐体高温加热一段时间后，把拉
口处用橡皮泥封好，确保不漏气。再用冷水浇在易拉罐上，
一会听到易拉罐被压变形的声音，同时看到易拉罐上有的地
方被压瘪。说明气体热胀冷缩、也证明了大气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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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观察与思考双锥体沿斜面轨道上滚的现象，使学生加
深了解在重力场中物体总是以降低重心，趋于稳定的运动规
律。

2．说明物体具有从势能高的位置向势能低的位置运动的趋势，
同时说明物体势能和动能的相互转换。

锥体上滚演示仪

1：不要将椎体搬离轨道

2：椎体启动时位置要正，防止滚动式摔下来造成损坏报告部



分

能量最低原理指出：物体或系统的能 量总是自然趋向最低状
态。本实验中在低端的两根导 轨间距小，锥体停在此处重心
被抬高了；相反，在高 端两根导轨较为分开，锥体在此处下
陷，重心实际上 降低了。实验现象仍然符合能量最低原理。

1．将双锥体置于导轨的高端，双锥体并不下滚；

2．将双锥体置于导轨的低端，松手后双锥体向高端滚去；

3．重复第2步操作，仔细观察双锥体上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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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凸透镜的成像特点

探究凸透镜成放大和缩小实像的条件

标明焦距的`凸透镜、光屏、蜡烛、火柴、粉笔 实验原理

1．提出问题：

凸透镜成缩小实像需要什么条件？

2．猜想与假设：

（1）凸透镜成缩小实像时，物距u_______2f。（“大于”、“小
于”或“等于”）

（2）凸透镜成放大实像时，物距u_______2f。（“大于”、“小
于”或“等于”）

3．设计并进行实验：



（1）检查器材，了解凸透镜焦距，并记录。

（2）安装光具座，调节凸透镜、光屏、蜡烛高度一致。

（3）找出2倍焦距点，移动物体到2倍焦距以外某处，再移动
光屏直到屏幕上成倒立缩小的清晰实像的为止，记下此时对
应的物距。

（4）找出2倍焦距点，移动物体到2倍焦距以内某处，再移动
光屏直到屏幕上成倒立放大的清晰实像的为止，记下此时对
应的物距。

（5）整理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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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2.猜想与假设：平面镜成的是虚像.像的大小与物的大小相等.
像与物分别是在平面镜的两侧。

3.制定计划与设计方案：实验原理是光的反射规律。

蜡烛(两只)，平面镜(能透光的)，刻度尺，白纸，火柴。

一.在桌面上平铺一张16开的白纸，在白纸的中线上用铅笔画
上一条直线，把平面镜垂直立在这条直线上。

二.在平面镜的一侧点燃蜡烛，从这一侧可以看到平面镜中所
成的点燃蜡烛的像，用不透光的纸遮挡平面镜的背面，发现
像仍然存在，说明光线并没有透过平面镜，因而证明平面镜
背后所成的像并不是实际光线的会聚，是虚像。

三.拿下遮光纸，在平面镜的背后放上一只未点燃的蜡烛，当



所放蜡烛大小高度与点燃蜡烛的高度相等时，可以看到背后
未点燃蜡烛也好像被点燃了.说明背后所成像的大小与物体的
大小相等。

四.用铅笔分别记下点燃蜡烛与未点燃蜡烛的位置，移开平面
镜和蜡烛，用刻度尺分别量出白纸上所作的记号，量出点燃
蜡烛到平面镜的距离和未点燃蜡烛(即像)到平面镜的距离。
比较两个距离的大小，发现是相等的。

5.自我评估。

该实验过程是合理的，所得结论也是正确无误.做该实验时最
好是在暗室进行，现象更加明显。误差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
误差，关键在于实验者要认真仔细的操作，使用刻度尺时要
认真测量。

6.交流与应用。

通过该实验我们已经得到的结论是，物体在平面镜中所成的
像是虚像，像的大小与物体的大小相等，像到平面镜的距离
与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像与物体的连线被平面镜垂直且
平分。例如，我们站在穿衣镜前时，我们看穿衣镜中自己的
像是虚像，像到镜面的距离与人到镜面的距离是相等的，当
我们人向平面镜走近时，会看到镜中的像也在向我们走近.我
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看到水中的物像是倒影.平静的水面其实
也是平面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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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2.猜想与假设：平面镜成的是虚像.像的大小与物的大小相等.
像与物分别是在平面镜的两侧。



3.制定计划与设计方案：实验原理是光的反射规律。

;蜡烛(两只)，平面镜(能透光的)，刻度尺，白纸，火柴。

一.在桌面上平铺一张16开的白纸，在白纸的中线上用铅笔画
上一条直线，把平面镜垂直立在这条直线上。

二.在平面镜的一侧点燃蜡烛，从这一侧可以看到平面镜中所
成的点燃蜡烛的像，用不透光的纸遮挡平面镜的背面，发现
像仍然存在，说明光线并没有透过平面镜，因而证明平面镜
背后所成的像并不是实际光线的会聚，是虚像。

三.拿下遮光纸，在平面镜的背后放上一只未点燃的蜡烛，当
所放蜡烛大小高度与点燃蜡烛的高度相等时，可以看到背后
未点燃蜡烛也好像被点燃了.说明背后所成像的大小与物体的
大小相等。

四.用铅笔分别记下点燃蜡烛与未点燃蜡烛的位置，移开平面
镜和蜡烛，用刻度尺分别量出白纸上所作的记号，量出点燃
蜡烛到平面镜的距离和未点燃蜡烛(即像)到平面镜的距离。
比较两个距离的大小，发现是相等的。

5.自我评估。

该实验过程是合理的，所得结论也是正确无误.做该实验时最
好是在暗室进行，现象更加明显。误差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
误差，关键在于实验者要认真仔细的操作，使用刻度尺时要
认真测量。

6.交流与应用。

通过该实验我们已经得到的结论是，物体在平面镜中所成的
像是虚像，像的大小与物体的大小相等，像到平面镜的距离
与物体到平面镜的距离相等.像与物体的连线被平面镜垂直且



平分。例如，我们站在穿衣镜前时，我们看穿衣镜中自己的
像是虚像，像到镜面的距离与人到镜面的距离是相等的，当
我们人向平面镜走近时，会看到镜中的像也在向我们走近.我
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看到水中的.物像是倒影.平静的水面其
实也是平面镜.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