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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会根据伏安法测电阻实验中电表示数的变化情况，分析得出电路连接和实验操作步骤出现的问题，从而进一步

求解相关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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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伏安法测电阻实验作为初中物理电学实验中

的重要地位不可撼动，该实验中所涉及到的重要原理、科学

探究方法以及实验动手操作等方面较多，因此侧重对其教学

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纵观近年来电学中伏安法测电阻实

验题的题型以及试题形式，不难发现，有较为多数题目的题

干表述中出现电表示数变化情况，诸如实验过程中由于同学

的不正确连接电路或者非正确实验操作步骤，进而出现了电

流表、电压表的非正常偏转，然后根据电表指针的实际摆动

情况，让学生推测出现了何种不恰当的原因，进而完成相关

实验数据的填写。若学生对于伏安法测电阻中电表示数变化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不会很好把握相关题目，因

此教师在教授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有的放矢开展教学，帮助

同学们突破该实验中电表示数变化问题的“瓶颈”。

2 伏安法测电阻中电表示数的变化分析
2.1 伏安法测电阻实验概述

伏安法测电阻的实验原理为 R=U/I，即电阻的定义式，

实验中所包含的知识点和考点有很多，诸如串联电路规律、

滑动变阻器的应用、动态电路特点等，有时还会结合电路故

障来考察。当然，正确判断出实际实验的电路图是解出题目

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倘若电路图判断失误，那么后面的分析

都是徒劳的，教会学生学会根据指针偏转情况，去揭开实验

的神秘“面纱”显得尤为重要，学生应熟练掌握准确地分析

判断实验过程的思想方法毋庸置疑。

2.2 实验相关正确要求及常见错误情况分析
物理的数据和数学是有区别的，物理来源于实际生活问

题，它的数据要有实际的生活中的含义，若从数学组合的角

度来看，移动滑片每个电表的示数（不为零）的变化情况有

3 种，分别为变大、变小或是不变，所以在从数学的角度来

讲，应该是共有 9 种电表示数偏转情况。下面笔者从实验操

作要求的角度去进行阐述分析，对相应的电表示数变化加以

总结，能否 9 种变化均出现。

正确的伏安法测电阻实验有两个维度方面的要求：一是

要求正确连接电路；二是实验操作步骤正确。而每个方面中

同时又包含很多详细要求（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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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伏安法测电阻实验

2.2.1 连接电路

①将电源、开关（断开）、待测电阻、滑动变阻器、电

流表连接成串联电路；

②将电压表并联在待测电阻两端；

③滑动变阻器的连接方式要求一上一下，见图 1。

2.2.2 操作步骤

①将滑动变阻器的阻值调到最大（即图 1 中应将滑片移

动到最左端）；

②闭合开关，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但是，往往在题中会出现由于某同学的不正确连接亦或

是非正确操作，从而导致了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不是逐渐

变大的。实验过程中电路连接出现的问题状况可以总结如

下：①电压表并联在了滑动变阻器两端；②电压表并联在了

电源两端；③滑动变阻器连接成了定值电阻。而错误实验

操作最主要即为，闭合电键前滑片位于阻值为零的那一端，

并未最大值，其主要用语是说“将滑片置于滑动变阻器的一

端”，而不是明确说出现是阻值最大的那一端。

2.3 实验中电表示数出现变化情况汇总

若将上述的分析，用“连接电路”“操作步骤”两个维

度去分类讨论，将每一种情况与之对应的电流表、电压表示

数变化情况进行总结，可以归纳如下 7种情况（如表 1所示）。

2.4 实验结论总结以及应用

针对表格中出现的变化情况加以分析，不难发现会得出

实用性的结论，如分析序号（1）（2）（3）或（5）（6）（7）

可以得出结论：若 A 表示数逐渐变大，则开关闭合时 Rp 阻

值为最大，若 A 表示数逐渐变小，则开关闭合时 Rp 阻值为

0。再如分析序号（1）（5）或（2）（6）可以得出 2 组结论： 

若 V 表示数变化出现 Umax= 电源，则 V 表测 Rx，若 V 表

示数变化出现 Umin=0V，则 V 表测 Rp；若 A 表、V 表的

示数同步调变化，则 V 表测 Rx，若 A 表、V 表的示数反步

调变化，则 V 表测 Rp。

例 1：小明同学做“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实验，

现有电源（电压为 6 伏且保持不变）、待测电阻 Rx、电流表、

电压表、滑动变阻器、电键及导线若干，所有元件均完好。

他连接电路进行实验，闭合电键后，在移动变阻器滑片的过

程中，发现电流表示数的变化范围为 0.10~0.56A，电压表示

数的变化范围为 0~5V，请根据上述现象画出该同学的实验

电路图。

解析：注意到电压表的示数变化中出现了“0V”，所

以可以马上判断此时电压表并联在滑动变阻器的两端，相应

电路图如图 2 所示。

表 1 伏安法测电阻实验中电表示数变化概况

电流表示数 电压表示数 电压值特点

1、连接电路（√）；操作步骤（√）

(1)V 表测 Rx；Rp 为最大阻值 ↑ ↑ Umax= 电源

2、连接电路（×）；操作步骤（√）

(2)V 表测 Rp；Rp 为最大阻值 ↑ ↓ Umin=0V

(3)V 表测电源；Rp 为最大阻值 ↑ - 恒为电源

(4)Rp 连接成定值电阻 - - 恒为某数值

3、连接电路（√）；操作步骤（×）

(5)V 表测 Rx；Rp 阻值为 0 ↓ ↓ Umax= 电源

4、连接电路（×）；操作步骤（×）

(6)V 表测 Rp；Rp 阻值为 0 ↓ ↑ Umin=0V

(7)V 表测电源；Rp 阻值为 0 ↓ - 恒为电源

注：其中↑表示变大、↓表示变小、-表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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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实验

例 2：小明同学做“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实验”，实

验器材齐全且完好，他连接电路并将变阻器的滑片放置于一

端，闭合电键，观察到电流表电压表示数如图 3 所示，接着

他将滑片移动到另一端，观察到电流表示数减小到 0.12A，

而电压表示数则增大到 6V，由上述现象判断他的实验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画出相应的电路图。

图 3 电流表电压表示数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同例题 1 中，电压表出现 0V，即（1）电压表依

旧并联在滑动变阻器两端，与此同时移动滑片的过程中电流

表和电压表的示数出现了反步调变化，亦可以同样证明。此

外，题中出现了电流表的示数是逐渐变小的，据此可以判断

得出（2）闭合电键时滑片位于阻值是 0Ω 的一端，相应电

路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电阻实验

3 实验拓展讨论
但是，如果从数学组合的角度上来讲，电流表和电压表

的示数的变化情况应该是 9 种情形，而上述讨论中只出现了

7 种，那么剩下的 2 种是不是不存在呢。其实，当移动滑片

电流表指针不发生偏转，而电压表示数变大或者变小的情况

是可以实验操作出来的，如图 5 所示的实验电路图，当然这

是属于滑动变阻器的非“一上一下”常规接法的特殊接连方

式，它的三个接线柱都有接线，此时滑动变阻器是定值电阻，

但电压表测量的是左半部分的电压，能够实现电流表示数不

变电压表示数增加或者减少的。虽然在常规考试中此考点几

乎不会出现，但作为拓展内容，作为教师要明白实际是存在

这两种示数变化的，当教师给学生一杯水时，他需要的是具

备一桶水的储量，这样才可以在教学中深入浅出。

图 5 实验电路图

4 结语
伏安法测电阻实验作为初中物理电学重、难点专题之一，

是学生对于整个电学知识体系掌握是否系统的重要考察，而

且通过上述研讨的目的是希望教师在教授伏安法测未知电

阻时，要系统地将实验中出现的电表示数变化问题以及相关

结论讲解给学生，让同学生们深刻理解“物理来源于生活实

际”的课程标准要求，而不是单独去讲解某一道题中出现的

一种现象，这样会让学生觉得“雾里看花”，对于知识的学

习不能形成系统化。

当然，针对基础和理解能力较为好的同学，教师应该在

此处让同学们结合实验引发思考，提问是否存在电流表示数

不变而电压表的示数变大或者变小的情况呢，并将最后补充

的两种电表变化情况告知给学生，这样会激起孩子们对于物

理学习的思考和热爱，原来物理世界是完美的并不存在的

什么缺陷，从数学角度理论上的情况都是全部可以操作出来

的，就好比于奥斯特提出了电流的磁效应后，法拉第坚信物

理是完美对称存在的，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发现磁也可以产生

电一样，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积极探索未知物

理领域的科学探究精神，增强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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