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实验报告单(精选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
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文，希望大家
可以喜欢。

初中实验报告单篇一

“ 响铃闹钟的真空实验 ”实验报告 一、实验目的：

：1.知道声音在真空中不能传播；2.知道声音的传播需要介
质。

二、实验器材 ：抽气机，抽气盘，闹钟（或电铃）；带橡皮
塞的圆底烧瓶，玻璃管，带夹子的橡皮管，带线的玩具小铃，
橡皮筋，水。

三、实验原理 ：真空不能传声，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四、实验过程 方法一：用图 1 所示装置演示真空不能传声。

1.将启闹的闹钟（或电铃）放在抽气盘上，在玻璃钟罩底边
均匀涂上一层凡士林，并罩在抽气盘上，略微转动玻璃钟罩
且稍施压力，使钟罩与抽气盘接触紧密，这时能听到闹铃声；
2.用抽气机抽出罩里的空气，可以听到铃声随着罩里空气的
稀薄而逐渐减弱； 3.关闭抽气机，打开进气阀门，将空气慢
慢放入钟罩里，又听到铃声逐渐加强。

方法二：用图 2 所示装置演示真空不能传声。

1.烧瓶内装水 10～20 厘米3，在穿过橡皮塞的玻璃管下端悬
吊一玩具小铃，将橡皮塞塞紧。轻轻摇动烧瓶，听见小铃声



音； 2.给烧瓶加热，烧至玻璃管上端橡皮管口排出水蒸气时
（尽量赶出瓶内空气），关闭夹子，停止加热，待瓶内水蒸
气凝结后再摇动烧瓶，听见铃声很小； 3.松开夹子，听
见“咝”的进气声，再摇动烧瓶时，铃声又变大。

五、实验结论 ：

六、实验小组成员：

图 1 图 2

初中物理实验报告

初中物理实验教案模板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计划

初中物理实验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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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实验报告单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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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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实验报告单篇三

探究准备

技能准备：

弹簧测力计，长木板，棉布，毛巾，带钩长方体木块，砝码，
刻度尺，秒表。

知识准备：

1.二力平衡的条件：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的两个力，如果大
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在同一直线上，这两个力就平衡。



2.在平衡力的作用下，静止的物体保持静止状态，运动的物
体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3.两个相互接触的物体，当它们做相对运动时或有相对运动
的趋势时，在接触面上会产生一种阻碍相对运动的力，这种
力就叫摩擦力。

4.弹簧测力计拉着木块在水平面上做匀速直线运动时，拉力
的大小就等于摩擦力的大小，拉力的数值可从弹簧测力计上
读出，这样就测出了木块与水平面之间的摩擦力。

探究导引

探究指导：

关闭发动机的列车会停下来，自由摆动的秋千会停下来，踢
出去的足球会停下来，运动的物体之所以会停下来，是因为
受到了摩擦力。

运动物体产生摩擦力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物体间要相
互接触，且挤压；2.接触面要粗糙；3.两物体间要发生相对
运动或有相对运动的趋势。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摩擦力的作用点在接触面上，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的方向相
反。由力的三要素可知：摩擦力除了有作用点、方向外，还
有大小。

提出问题：摩擦力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

猜想1：摩擦力的大小可能与接触面所受的压力有关。

猜想2：摩擦力的大小可能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

猜想3：摩擦力的大小可能与产生摩擦力的两种物体间接触面
积的大小有关。



探究方案：

用弹簧测力计匀速拉动木块，使它沿长木板滑动，从而测出
木块与长木板之间的摩擦力；改变放在木块上的砝码，从而
改变木块与长木板之间的压力；把棉布铺在长木板上，从而
改变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改变木块与长木板的接触面，从而
改变接触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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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过程：

1.用弹簧测力计匀速拉动木块，测出此时木块与长木板之间
的摩擦力：0.7n

2.在木块上加50g的砝码，测出此时木块与长木板之间的摩擦
力：0.8n

3.在木块上加200g的砝码，测出此时木块与长木板之间的摩
擦力：1.2n

4.在木板上铺上棉布，测出此时木块与长木板之间的摩擦
力：1.1n

5.加快匀速拉动木块的速度，测出此时木块与长木板之间的
摩擦力：0.7n

探究结论：

1.摩擦力的大小跟作用在物体表面的压力有关，表面受到的
压力越大，摩擦力就越大。

2.摩擦力的大小跟接触面粗糙程度有关，接触面越粗糙，摩



擦力就越大。

3.摩擦力的大小跟物体间接触面的面积大小无关。

4.摩擦力的大小跟相对运动的速度无关。

初中实验报告单篇四

实验目的：

观察光的反射现象，找出光反射时所遵循的规律。

实验器材：

平面镜、一张白硬纸板、激光笔、量角器、几支彩笔

实验步骤：

3、改变光束入射的角度，多做几次，换用不同颜色的录每次
光的径迹；

4、取下纸板，用量角器测量on两侧的?i和?r，将数据记录在
下表中；

5、把纸板nof向前或向后折，在纸板上还能看到反射光吗？

初中实验报告单篇五

（一）、声学实验

1．声音的产生和空气能传声在一只塑料瓶中放一些小纸屑，
敲击塑料瓶，可以观察到瓶底的小纸屑跳动起来，而不敲击
时发现瓶底的小纸屑并不跳动。说明声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
而产生的。我们能听到声音，说明声音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2．探究声音的音调在几只相同的塑料瓶中装上不同深度的水，
然后用嘴对着瓶中吹气，会发出音调高低不同的声音，从而
可以说明音调跟频率的关系。

（二）、电学实验

1．绝缘体用导线将电源、小灯泡、开关和塑料瓶连成串联电
路，闭合开关后发现灯泡不发光，说明塑料是绝缘体。

2．摩擦起电把一只小塑料瓶在头皮上反复摩擦几下，然后将
其靠近一些小纸屑，发现小纸屑被吸引，说明用摩擦的方法
可使物体带电，带电体能吸引轻小物体。

（三）、光学实验

1．光的折射透过盛水塑料瓶，看书本上的字，会字变大了，
这是光的折射现象。当然，学生在观察时还发现了其它一些
独特的现象，收获很大。

2．光的直线传播在一只塑料瓶中装入一定量的水，在其中加
入适量的豆奶粉，拧紧瓶盖，充分摇匀，将激光笔发出的光
透过瓶底，对着瓶盖照射，会看到光沿直线传播的光柱，效
果明显。（此实验还可说明光能在液体中传播）

（四）、热学实验

探究白色和黑色物体吸热能力的强弱用白纸和黑纸包住两个
装满水的塑料瓶，在太阳光下照射相同的'时间后，看看谁的
温度升得高。温度升得越高，说明其吸收的热量就越多，其
吸热能力就越强。

（五）、力学实验

1．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三要素双手挤压塑料瓶，可以使瓶发



生不同程度的凹陷变形，说明力可以使物体发生形变。如果
施加的力越大，瓶子的形变程度也就越大，表明力的作用效
果跟力的大小有关。用手推装满水的塑料瓶使其运动，说明
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推力方向不同，塑料瓶运动的
方向也不同，说明力的作用效果跟力的方向有关。将装满水
的塑料瓶竖立在桌面上，用手指推瓶盖与瓶身，发现推瓶盖
时瓶子更容易倾倒，说明力的作用效果跟力的作用点有关。

2．物体的惯性用手将一塑料瓶扔出，离开手后瓶仍然继续朝
前运动，说明物体具有惯性。将矿泉水瓶放倒在水平桌面上，
向它的侧面吹气，它会很容易被吹的滚动起来。当将瓶中装
满水再用同样的力吹它时，它却不容易被吹动。当用同样的
力使它们滚动起来时，装满水的瓶子滚动的较远。这些现象
说明：质量大的物体不容易改变运动状态，即质量大的物体
惯性大。

3．物体受平衡力和非平衡力将一塑料瓶静止在水平桌面上，
此时瓶子受到重力与支持力这一对平衡力的作用。将一塑料
瓶抛出后，瓶子最终落回地面，说明它受到重力的作用。瓶
子在空中作曲线运动，说明它受到非平衡力作用时运动状态
是改变的。

4．探究摩擦用手抓住一塑料瓶，瓶子没有落下来，说明它受
到竖直向上的静摩擦力。将一塑料瓶放在水平地面上，使其
从同一位置分别向前滑动和滚动，比较两次运动中所用推力
的大小。前者是滑动摩擦，后者是滚动摩擦，而且还可得出
结论：“用滚动代替滑动可大大减小摩擦”。

5．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将装有一半水的塑料瓶竖放在一块软
海绵上，观察海绵的凹陷情况；再将塑料瓶内装满水，重新
竖放在这块软海绵上，比较这两种情况中塑料瓶对海绵的作
用效果，从而得出压力的作用效果跟压力的大小有关。把一
装满水的塑料瓶分别竖放、倒放在海绵上，观察并比较海绵
的凹陷情况，表明压力的作用效果跟受力面积有关。



6．探究液体压强在一塑料瓶的瓶口包上一橡皮膜，将其瓶口
压入水中，橡皮膜发生凹陷，说明液体内部存在压强。在塑
料瓶的侧壁上的不同高度的地方扎三个小孔，再往瓶内倒水，
比较水从孔中喷出的远近，最终得出液体压强跟深度有关，
深度越大，压强越大。

7．体验大气压的存在在一塑料瓶内装满水，用一张硬纸片紧
压在瓶口，然后使瓶口朝下，发现硬纸片能托住水，有力地
证明大气压的存在。也可将热水灌入塑料瓶摇晃几下，倒去
热水后迅速拧紧瓶盖，用自来水冲瓶子，可观察到塑料瓶被
压瘪，并伴有变形时产生的响声，也能说明大气压是存在的。

8．探究液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在塑料瓶中装上适量的水，左
手拿着一支吸管竖直插入瓶内水中，右手横拿着另一支吸管，
将嘴对着横管的一端用力吹气，观察管内液面和管口的情况，
从而得出“流体流动，流速越大的位置，压强越小”的结论。

9．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用手敲打塑料瓶，手感到较痛，说明力
的作用是相互的。

10．探究浮力产生的原因将塑料瓶的底部剪去，瓶口朝下，
把乒乓球放入其中并落在瓶颈处，从上面倒水，直到水满后，
乒乓球也不会浮起来，而只有用手从下面堵住瓶口时，乒乓
球才会浮起来。从而说明浮力就是液体对浸在其中的物体向
上与向下的压力差。

11．演示物体的浮沉条件将矿泉水瓶装入适量的沙子，拧紧
盖，放入水中，瓶可竖直下沉；通过调节装沙量的多少，可
使瓶在水中竖直地漂浮或悬浮。

12．能量转化把塑料瓶向高处抛，观察塑料瓶的高度和速度
的变化，可演示动能与重力势能之间的能量转化。

随处可得的塑料瓶能做出如此多的实验，同学们在学习中兴



趣一定很浓，其实可用塑料瓶做的实验还很多，例如可以替
代烧杯、量筒、漏斗、溢水杯等实验器材，声音与能量、阿
基米德原理的演示、潜水艇模型、土电话、喷泉、闭口浮沉
子等的实验装置。生活中处处有物理，只要我们善于发现，
细心观察，勤于思考，勇于实践，不断引导学生进行探究，
充分利用身边可以利用的物品，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教具，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长久兴趣，而且还可以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并使学生有意识的将物理知识应
用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真正体现新课标“从生活走向
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