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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实验内容(大全5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初中科技实验报告篇一

实验报告，就是在某项科研活动或专业学习中，实验者把实
验的目的、方法。步骤、结果等，用简洁的语言写成书面报
告。

实验报告必须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成功的或失败的实
验结果的记载，有利于不断积累研究资料，总结研究成果，
提高实验者的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写作要求

实验报告的种类繁多，其格式大同小异，比较固定。实验报
告，一般根据实验的先后顺序来写，主要内容有：

1.实验名称名称，要用最简练的语言反映实验的内容。如验
证某定律，可写成“验证×××”;如测量的实验报告，可写成
“×××的测定。”

2.实验目的实验目的要明确，要抓住重点，可以从理论和实
践两个方面考虑。在理论上，验证定理定律，并使实验者获
得深刻和系统的理解，在实践上，掌握使用仪器或器材的技
能技巧。



3.实验用的仪器和材料如玻璃器皿。金属用具、溶液、颜料、
粉剂、燃料等。

4.实验的步骤和方法这是实验报告极其重要的内容。这部分
要写明依据何种原理。定律或操作方法进行实验，要写明经
过哪儿个步骤。还应该画出实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再配以
相应的文字说明，这样既可以节省许多文字说明，又能使实
验报告简明扼要。清楚明白。

5.数据记录和计算指从实验中测到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

6.结果即根据实验过程中所见到的现象和测得的数据，作出
结论。

7.备注或说明可写上实验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实验后的心得
体会、建议等。

有的实验报告采用事先设计好的表格，使用时只要逐项填写
即可。

三、撰写时应注意事项

写实验报告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工作，要讲究科学性、
准确性。求实性。在撰写过程中，常见错误有以下几种情况：

1.观察不细致，没有及时、准确、如实记录。

在实验时，由于观察不细致，不认真，没有及时记录，结果
不能准确地写出所发生的各种现象，不能恰如其分。实事求
是地分析各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故在记录中，一定要看到什
么，就记录什么，不能弄虚作假。为了印证一些实验现象而
修改数据，假造实验现象等做法，都是不允许的。

2.说明不准确，或层次不清晰。



比如，在化学实验中，出现了沉淀物，但没有准确他说明
是“晶体沉淀”，还是“无定形沉淀”。说明步骤，有的说
明没有按照操作顺序分条列出，结果出现层次不清晰。凌乱
等问题。

3.没有尽量采用专用术语来说明事物。

例如，“用棍子在混合物里转动”一语，应用专用术语“搅
拌”较好，既可使文字简洁明白，又合乎实验的情况。

4.外文、符号、公式不准确，没有使用统一规定的名词和符
号。

验证欧姆定律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加深对欧姆定律的理解，熟悉电流表、
电压表、变阻器的使用方法。

【知识准备】学习有关理论(略)

【实验器材和装置】器材：电流表、电压表、电池组、定值
电阻滑动变阻器、导线、开关、装置(略)

【实验步骤】

1.按图示连接电路。

2.保持定值电阻r不变，移动滑动变阻器的`铜片，改变加在r
两端的电压，将电流表、电压表所测得的电流强度。电压的
数值依次填人表一。

3.改变定值电阻凡同时调节变阻器，使加在r两端的电压保持
不变，将电阻r的数值与电流表测得的电流强度的数值依次填
人表二。



4.通过实验分析：当r一定时，i和v的关系及v一定时，i与r的关
系。

表一

r(欧姆)=4ωv(伏特)0.4v0.8v1.2v

i(安培)0.1a0.2a0.3a

表二

v(伏特)=0.6vr(欧姆)1ω2ω4ω

i(安培)0.6a0.3a0.15a

【实验记录】

1.调节滑动变阻器矿，观察电压表和电流表，可以看出，电
阻r两端的电压增大到几倍，通过它的电流强度也增大到几倍。
这表明，在电阻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强度同这段导体上
的电压成正比。

2.更换不同的定值电阻，调节滑动变阻器矿，保持r的电压不
变，可以看出，定值电阻r的数值增大到几倍，通过它的电流
强度就缩小到几分之一。这表明在电压不变时，通过导体的
电流强度跟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实验小结】

导体中的电流强度i，跟这段导体两端电压v成正比，跟这段导
体的电阻r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i=v/r。



初中科技实验报告篇二

蜡烛吹不灭思考：

用力吹燃烧的蜡烛，却怎么也吹不灭。你知道怎样做到这一
点吗？

材料：1根蜡烛、火柴、1个小漏斗、1个平盘

操作：1.点燃蜡烛，并固定在平盘上。

2.使漏斗的宽口正对著蜡烛的火焰，从漏斗的小口对著火焰
用力吹气。

3.使漏斗的小口正对著蜡烛的火焰，从漏斗的宽口对著火焰
用力吹气。

讲解：1.这样吹气时，火苗将斜向漏斗的`宽口端，并不容易
被吹灭。如果从漏斗的宽口端吹气，蜡烛将很容易被熄灭。

2.吹出的气体从细口到宽口时，逐渐疏散，气压减弱。这时，
漏斗宽口周围的气体由于气压较强，将涌入漏斗的宽口内。
因此，蜡烛的火焰也会涌向漏斗的宽口处。

注意：注意蜡烛燃烧时的安全

初中科技实验报告篇三

一、将一饮料瓶底部扎几个细孔，再往饮料瓶中到入适量的
水，此时会发现瓶底处有水流出，可以印证液体对容器底部
有压强。继续迅速把饮料瓶中灌满水，然后拧紧瓶盖，这时
可观察到饮料瓶底部并没有水流出。如果再拧松瓶盖，又发
现水流了出来。这说明是大气压作用形成的这一现象。



二、另取一空饮料瓶灌满水后拧紧平盖，然后用酒精灯加热
一钢针。轻轻的在饮料瓶下部侧壁烫一细孔（注意烫孔时不
要用力挤按饮料瓶）。当扎完小孔后会发现并没有水流出，
在第一个孔的相同高度处，任意位置再烫一个细孔后发现依
然没有水流出来。这是由于大气压的作用的结果，并且证明
了大气压是各个方向都存在的，与液体压强特点形成对比。
之后在前两个细孔的上方再烫一细孔后，发现下面的细孔向
外流水，而上面的细孔不向外流水，并且有空气从此处进入
饮料瓶内上方。如果拧开饮料瓶的瓶盖会发现三孔都会流水。
且小孔位置越靠近瓶底，水柱喷的越远。

三、再取一饮料瓶灌满水并拧紧瓶盖后，把它倒置在盛有足
够多水的玻璃水槽中，在水中把瓶盖拧下来，抓住瓶子向上
提，但不露出水面发现瓶里的水并不落回水槽中。（可以换
更高的饮料瓶做“对比实验”，为托里拆利实验的引入打好
基础。）还可以在此实验的基础上，在瓶底打孔，立刻发现
瓶里的水流回水槽中。原因是瓶子内、外均有大气压相互抵
消，水柱在本身重力的作用下流回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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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报告·化学实验报告·生物实验报告·实验报告格
式·实验报告模板

初中科技实验报告篇四

一、定义与作用

实验报告，就是在某项科研活动或专业学习中，实验者把实
验的目的、方法。步骤、结果等，用简洁的语言写成书面报



告。

实验报告必须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进行。成功的或失败的实
验结果的记载，有利于不断积累研究资料，总结研究成果，
提高实验者的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写作要求

实验报告的种类繁多，其格式大同小异，比较固定。实验报
告，一般根据实验的先后顺序来写，主要内容有：

1．实验名称名称，要用最简练的语言反映实验的内容。如验
证某定律，可写成“验证×××”；如测量的实验报告，可
写成“×××的测定。”

2．实验目的实验目的要明确，要抓住重点，可以从理论和实
践两个方面考虑。在理论上，验证定理定律，并使实验者获
得深刻和系统的理解，在实践上，掌握使用仪器或器材的技
能技巧。

3．实验用的仪器和材料如玻璃器皿。金属用具、溶液、颜料、
粉剂、燃料等。

4．实验的步骤和方法这是实验报告极其重要的内容。这部分
要写明依据何种原理。定律或操作方法进行实验，要写明经
过哪儿个步骤。还应该画出实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再配以
相应的文字说明，这样既可以节省许多文字说明，又能使实
验报告简明扼要。清楚明白。

5．数据记录和计算指从实验中测到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

6．结果即根据实验过程中所见到的现象和测得的数据，作出
结论。



7．备注或说明可写上实验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实验后的心得
体会、建议等。

有的实验报告采用事先设计好的.表格，使用时只要逐项填写
即可。

三、撰写时应注意事项

写实验报告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工作，要讲究科学性、
准确性。求实性。在撰写过程中，常见错误有以下几种情况：

1．观察不细致，没有及时、准确、如实记录。

在实验时，由于观察不细致，不认真，没有及时记录，结果
不能准确地写出所发生的各种现象，不能恰如其分。实事求
是地分析各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故在记录中，一定要看到什
么，就记录什么，不能弄虚作假。为了印证一些实验现象而
修改数据，假造实验现象等做法，都是不允许的。

2．说明不准确，或层次不清晰。

比如，在化学实验中，出现了沉淀物，但没有准确他说明
是“晶体沉淀”，还是“无定形沉淀”。说明步骤，有的说
明没有按照操作顺序分条列出，结果出现层次不清晰。凌乱
等问题。

3．没有尽量采用专用术语来说明事物。

例如，“用棍子在混合物里转动”一语，应用专用术语“搅
拌”较好，既可使文字简洁明白，又合乎实验的情况。

4．外文、符号、公式不准确，没有使用统一规定的名词和符
号。

验证欧姆定律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加深对欧姆定律的理解，熟悉电流表、
电压表、变阻器的使用方法。

【知识准备】学习有关理论（略）

【实验器材和装置】器材：电流表、电压表、电池组、定值
电阻滑动变阻器、导线、开关、装置（略）

【实验步骤】

1.按图示连接电路。

2．保持定值电阻r不变，移动滑动变阻器的铜片，改变加在r
两端的电压，将电流表、电压表所测得的电流强度。电压的
数值依次填人表一。

3．改变定值电阻凡同时调节变阻器，使加在r两端的电压保
持不变，将电阻r的数值与电流表测得的电流强度的数值依次
填人表二。

初中科技实验报告篇五

找一个底面很平的容器，让一个蜡烛头紧贴在容器底部，再
往容器里倒水，蜡烛头并不会浮起来；轻轻地把蜡烛头拨倒，
它立刻就会浮起来。

可见，当物体与容器底部紧密接触时，两个接触面间就没有
液体渗入，物体的下表面不再受液体对它向上的压强，液体
对它就失去了向上托的力，浮力当然随之消失了。

现在，你能提出为潜艇摆脱困境的措施了吗？

“浮力是怎样产生的”，学生对“浮力就是液体对物体向上
的压力和向下的压力之差”这一结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却难



以相信，因此做好浮力消失的实验是攻克这一难点的关键，
下面介绍两种简便方法。

[方法1]

器材：大小适当的玻璃漏斗(化学实验室有)一个、乒乓球一
只、红水一杯。

步骤：

(1)将乒乓球有意揿入水中，松手后乒乓球很快浮起。

(2)用手托住漏斗(喇叭口朝上，漏斗柄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
间)，将乒乓球放入其中，以大拇指按住乒乓球，将水倒入漏
斗中，松开拇指，可见乒乓球不浮起，(这时漏斗柄下口有水
向下流，这是因为乒乓球与漏斗间不太密合)。

(3)用手指堵住出水口，可见漏斗柄中水面逐渐上升，当水面
升至乒乓球时，乒乓球迅即上浮。(若漏斗柄下口出水过快，
可在乒乓球与漏斗接触处垫一圈棉花，这样可以从容地观察
水在漏斗柄中上升的情况。)

[方法2]

器材：透明平底塑料桶(深度10cm左右，口径宜大些，便于
操作)一只、底面基本平整的木块(如象棋子、积木、保温瓶
塞等)一个、筷子一根、水一杯。

制作小孔桶：取一铁扦在酒精灯上烧红，在塑料桶底面中央
穿一小孔、孔径1cm左右，用砂纸将孔边磨平即成一小孔桶。

步骤：

(1)将木块有意揿入水中，松手后木块很快浮起。



(2)将木块平整的一面朝下放入小孔桶中并遮住小孔，用筷子
按住木块，向桶中倒水。移去筷子，可见木块不浮起。(这时
小孔处有水向下滴，这是因为木块与桶的接触面之间不很密
合)。

(3)用手指堵住小孔，木块立即上浮。

上述两例针对实际中物体的表面不可能绝对平滑这一事实，
巧妙地利用“小孔渗漏”使水不在物体下面存留，从而使物
体失去液体的向上的压力，也就失去了浮力，结果本应浮在
水面上的乒乓球和木块却被牢牢地钉在了水底，不能不令学
生叹服。接着步骤(3)又魔术般地使浮力再现，更令学生情绪
高涨，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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