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发光现象及其原理 实验心得体
会(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发光现象及其原理篇一

一、校长要有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对教育执着的追求。

二、科学管理，发展内涵。

三、加强校本培训，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学校要成为一所强校，培养组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团队至关
重要。桓台实验非常注重教师培训进修，特别注重校本培训，
因为外出学习、进修只能是少数人参加，只有校本教研、校
本培训才能让全体老师受益。他们的做法是首先从培训教师
良好的心态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抓起，让老师能静下心来教书，
潜下心来育人。

坚持以老带新，新老互学，在听课、说课、评课上狠下功夫，
采取人人要苦练内功的策略。经过几年努力，一批优秀骨干
教师脱颖而生，有三位老师被评为正高，为校园的发展与进
步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次对教师专业化成长方面下功夫。
比如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的文化素养等。

这次学习使我深深认识到学校要发展，首先教师要发展，没
有教师的发展，更谈不上学生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充分利
用骨干教师，把名校、名师请进来或走出去学习，尽快提高



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短短的几天，我们还不能深入、全面地了解这所学校，但学
校丰硕的办学成果吸引着我们，马校长诚恳谦和而自信的微
笑感染着我们。此时，我以被她们的教育魅力所征服。构筑
优质人力资源高地，教师发展，学生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发光现象及其原理篇二

会计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科，对会计学的学习不
能仅仅局限于对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且要注重会计学的实务练
习，以加强学科的实践性，能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充
实理论知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会计人员的要求越来
越严格，作为一名会计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学好会计学的相
关理论知识并加强会计实务的学习是一门必修课，会计手工
账实务操作更为重要，是每一位在校会计类专业同学所必须
具备的一种能力。

进入到大学生活的第三个学年，学校给我们安排很多会计专
业的理论知识课程，在这些课程之外还特意开设了一门“会
计手工实验课”。与以往的理论学科不同，会计手工实验课
是一门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课程，学生为一家虚拟企业为活
动背景，对公司的各项经济业务活动进行手工记账。

实验步骤：

首先根据试验资料设置账簿，然后根据相关业务内容和“原
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再根据“收款”“付款”
和“转账”凭证登记“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
和各种明细账。同时还练习了编制“科目汇总表”，根
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分类帐”，将“总分类账”
与“日记账”和“明细分类账”核对后根据“总分类账”编制
“会计报表”。



并填写期初余额。这一步并没有什么难度，输入数据时小心
谨慎就可。

根据相关业务内容和“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有的
原始凭证要自己填写，然后根据原始凭证写出会计分录，然
后根据会计分录填写记账凭证（包括收款、付款和转账凭
证）。原以为自己学过的会计知识足以应付这些经济业务，
可一接触实务才发现远没有理论简单。起初原始凭证都不会
填，并且很多业务还要老师讲过才会做分录。

在做完一部分凭证后，我们开始编制丁字帐，即根据所有记
账凭证将每个科目的借贷方金额都记下，然后借贷方所有发
生额分别相加，进行试算平衡。在这一步，出错的几率非常
大，我们几乎很少第一遍就算对借贷相平的，必须仔细认真。

账簿包括总分类账户、明细分类账户、现金及银行存款日记
账户。登记会计账簿时要求准确完整。登记会计账簿时，应
将会计凭证的日期、编号，业务内容摘要、金额和其他相关
资料逐项记入账内，做到数字准确、摘要清楚、登记及时、
字迹工整。根据收款凭证、付款凭证逐日逐笔登记“现金”及
“银行存款”日记账，并且做到日清月结。根据转账凭证登记
“明细分类账”，再根据“科目汇总表”登记“总分类账”。

计制度对每一个步骤都是严格要求的，出错时根据不同的情
况分别采用划线更正法，补充登记法，红字冲销法，不得擦、
补、挖。填写账簿时文字金额都要占总格的三分之一内，写
错了要用红笔划掉，并用蓝必将正确的金额和文字写在空白
部分，并且金额写错了不能只改数字，要整体划掉。

最后，根据总账和明细账及资料所给的`期初余额编制会计报
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某一
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利润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会
计期间经营成果的报表。填制时要注意时间。



做任何事的时候细心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会计这一项工作
来说细心显得尤为重要。会计工作工作量很大，因为一点疏
忽，比如填错一个数字，哪怕只是一分钱的差额借贷结果就
不可能相等。会计这项工作本身并不是很复杂，但是很繁琐，
会计人员必须要有耐心才能把工作做好。

通过这次手工实验课程使我的会计知识在实际操作中得到了
验证，进一步深刻了我对会计专业的了解。加强了一定的基
本实际操作能力，对会计流程的各个步骤和具体操作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同时，使得我系统的对老师所讲的知识实践了
一遍，加强了对理论知识的记忆，学到了跟多课本上的没有
的知识，并且意识到只有把书本上的理论应用到事务中去才
能真正的掌握这门知识。

发光现象及其原理篇三

在这一系列的实验中，我基本掌握了xx的编程规则、知识要
点和一些小技巧，特别是对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和风格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同时，因正确的编出程序而带来的成就感让我对编程更加感
兴趣。对于在这些实验过程中，请教老师、同学互助、查阅
资料等基本的学习方式，使我更加领悟到集体和团队的力量，
也树立了敢于攻坚的信心。

说起来编程的经验应该是多了很多。但是在上机调试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相当多的问题。很多的错误都很难体会，有的时
候是输入的错误，这种错误还是比较容易找出来的.，但是有
些问题，比如一些题目需要导入一些包，这一点就没有办法
了。

发现xx虽然看起来比x要容易一点，但是由于它自身带有相当
多的方法定义，这些个方法虽然不用我们自己再去编写了但
是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去记忆那些方法是需要导入的，还有



方法名。

所以对我来说这真的是比x里简单几个文件的导入还要难上很
多，还是觉得自己编的方法自己用的习惯。不过现在的编程
的方向已经是面向对象和面向数据的了，所以我需要时间去
适应这样的编程思想。

发光现象及其原理篇四

那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早上,我坐在家里悠然自在的看报纸。几
个黑体大字引人注目：一条细线可以钓起冰块!不是吧?我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便试做起来。

我从冰箱里拿出冰块，放在杯子里，撒点盐，边开始我
的“钓鱼”了。我满怀信心地把细线放进撒了盐的冰块上，
往上一提，只见冰块刚粘在线上就掉下来了，我反复试了几
次，都是毫无收获。我真的想放弃了。正当我气馁的时候，
姐姐看了看我，却说：“我想不是报纸作的假，而是你不会
做，你要放弃，你就是缩头乌龟!”我生气极了，说：“我不
要做缩头乌龟，最多我再做一次!”我拿起报纸有认认真真的
看一遍。哦!原来是顺序搞错了。报纸上说“先把细线放在杯
子里，再撒上盐，冰块就会像与般轻而易举地钓上来了。”
而我却先把盐撒在冰块上再把细线放在杯子里。

我得意扬扬，重新做起防盐的步骤。我先把细线放在杯子里，
再撒上盐，然后把细线往上一提。啊!简直就像千万吨钢铁系
在一根头发上一样。细线把所有的冰块都钓上来了。顿时，
我感觉到细线上的不是冰块，而是成功。我终于成功了!

通过这次的钓冰块实验，我知道了：做每一件事，无论遇到
什么困难，都不要半途而废，到最后就能尝到甜的滋味，酸、
苦和辣只是成功的调和剂。

“纸能托住水!”这句话不可思议吧?一张普通上午纸竟能托



住一杯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一天，我正在看一本有关科学制作的书，忽然一个标题吸引
了我的眼球：“能托住水了纸”。这怎么可能呢?纸一碰水就
会破的啊?于是我怀着不解的心情，按照书上的做法去做。首
先我准备材料：一只玻璃杯、一张平整的纸还有水，然后往
杯子里灌了些水，将平整的纸慢慢地盖在瓶口上，并让纸紧
紧地与瓶口粘合在一起，再拿起杯子，将杯子迅速地倒转过
来。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水竟然“毫不客气”地
流了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我明明按照书上的去做的啊?我不
解地去问妈妈，妈妈听了以后，就把我那书翻来看，妈妈看
完，好像无奈地对我说：“说你平时做事认真点你就不听，
你看，书上明明说要灌满水了，你只灌了约半杯水，水当然
会流出来了。”原来是这样啊!都怪自己马虎。于是我连忙重
新做了实验，这次我更仔细了，。果然，这次实验成功了，
水并没有流出来，而是被纸稳稳地托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上网查了查，网上解释说：在瓶口放纸，由于在杯中装满
了水，已经没有了空气，所以不存在大气压。然而，把杯子
倒过来的时候，纸的另一侧依然受到大气的压力，所以水不
会流出来。

啊!这次的科学实验太有趣了，这不仅让我尝到成功的甜头，
同时也激励着我要多去探索科学。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次有趣
的科学实验。

发光现象及其原理篇五

该实验，通过记录所挂钩码与弹簧伸长量的数据，从而得
到f—x图像，从图像得到二者的关系，从而得出胡克定律。

注意事项：

（1）所挂钩码不要过重，以免弹簧过度拉伸，超出它的弹性
限度；



（3）注意图像里的x是形变量还是弹簧长度。

（4）作图象时，不要连成“折线”，而应尽量让坐标点落在
直线上或均匀分布在直线两侧。

实验原理

互成角度的两个力f1、f2与另外一个力f’产生相同的作用效果，
看f1、f2用平行四边形定则求出的合力f与f’在实验误差范围内
是否相等。

注意事项

（1）位置不变：每次实验中使橡皮条拉长时结点o的位置一
定要相同。

（2）角度合适：两个弹簧测力计勾住细绳互成角度的拉橡皮
条时，其夹角不宜太大也不易太小，以60°—120°为宜。

（3）在合力不超出量程及在橡皮条弹性限度内形变应尽量大
一些，细绳套应适当长一些，便于确定力的方向。

（4）在同一次实验中，画力的图示，选定的标度要相同。

实验原理

（2）保持合外力（托盘和砝码的重力）不变，探究加速度与
小车质量的关系。

（3）作出a—f图像和a—1/m图像，确定其关系。

注意事项

（1）要顺利完成该实验，还需要的测量工具有刻度尺（处理



纸带）、天平（测小车质量）。

（2）平衡摩擦力：将木板固定有打点计时器的一端垫起适当
的高度。先接通电源，轻推小车，若在纸带上打出的点的间
隔基本上均匀，就表明平衡了摩擦力，否则必须重新调整木
板的高度，并且注意在平衡摩擦力时不要把悬挂小桶的细线
系在小车上，即不要给小车加任何牵引力。

（3）沙桶质量m小车质量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