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５年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１５

初中物理“机械能的转化”

实验改进探索 ①

段丽平
（广州开发区中学，广东 广州５１０７３０）

摘　要：文中制作的作品从斜面滑下到水平面后，不是停下来，而是返回，又滚上斜面，体现了重力势能、动能和弹性
势能的相互转化。为了让实验现象更加明显，我们分别从橡皮筋的弹性，罐子的透明度，罐子速度快慢的直观显示进行

改进，收到较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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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能的转化问题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点，课标对此的要求是：通过实验或实例，认识物体的动能

和势能可以相互转化，能解释与机械能有关的现象［１］。笔者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发现可以通过滚摆、

过山车等实例讲授动能和重力势能的相互转化，通过网球球拍发生弹性形变的视频讲授动能和弹性势

能的相互转化，但是，有没有一个小实验能同时将动能、重力势能、弹性势能之间的转化都包含在内呢？

文中提及的实验来自于人教版物理八年级下册课本Ｐ７４页第４题：如图１所示，在一个罐子的盖和
底各开两个小洞，将小铁块用细绳绑在橡皮筋的中部穿入罐中，橡皮筋两端穿过小洞用竹签固定，做好

后将它从不太陡的斜面滚下，则观察到的现象是 ，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是： ［２］。

图１　第一次模板

实验现象是罐子会返回斜面，因为橡皮筋的弹性势能转化为罐子的动能和重力势能，所以罐子能返

回斜面。

实验过程的准确描述应是这样：铁罐从不太陡的斜面上滚下，当从最高处滚下时，铁罐先由慢到快、

后由快到慢滚到最低点。上面一段滚动主要是重力势能减小，铁罐的动能和橡皮筋的弹性势能增加，下

面一段滚动主要是重力势能和铁罐的动能减小，橡皮筋的弹性势能增加，铁罐在斜面上滚到最低处时，

橡皮筋形变到最大程度，具有较大弹性势能。在橡皮筋恢复的过程中，铁罐会由斜面底部自动滚上去。

从最低处滚上时，铁罐先由慢到快、后由快到慢滚到最高点，下面一段向上滚动主要是橡皮筋的弹性势

能减小，铁罐的动能和重力势能增加。上面一段滚动主要是橡皮筋的弹性势能和铁罐的动能减小，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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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能增加，所以罐子能返回斜面。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个实验器材简单，现象明显，实验原理通俗易懂，比较好的说明动能、重力势

能和弹性势能的相互转化问题。于是，我们对这个实验进行制作，并不断的思考和改进。在实验的改进

和探索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是：橡皮筋的弹性形变以及恢复形变的可视性，罐子的速度大小的可

视性，罐子里面小铁块的质量。为此，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着手开始作品的制作改进探索过程。

１　制作改进探索过程
１．１　第一个版本

按照课本的意思，我们制作了如图２所示的第一个版本。罐子是一个八宝粥的瓶子，里面是一个小
铁块，虽然能从水平面返回斜面，但是里面的橡皮筋的弹性形变的程度我们是看不到的，怎么跟别人介

绍橡皮筋发生了弹性形变，怎么能清楚的看到橡皮筋在恢复弹性形变？小铁块质量够大吗？为此我们

制作了第二个版本。

１．２　第二个版本
用一个透明的“百岁山”水瓶（见图３），在瓶盖和瓶底各开２个小洞；将一个大铁圈代替一个小铁块

用橡皮筋绑在大铁圈的中部穿入瓶中，橡皮筋两端穿过小洞各在两端用２个钥匙扣固定。实验现象是：
水瓶从斜面滚下，由于水瓶表面的凹凸不平的粗糙程度较深，摩擦很大，使瓶子滚不上斜面。

我们知道了罐子的瓶身不能有凹凸不平，必须是光滑的结论后，又找来一个 “怡口莲”罐子，和前面

的制作方法一样操作，只是把一个大铁圈换作２个废旧电池，用细绳绑在电池的中部穿入瓶中，细绳两
端穿过小洞在两端各打一个结固定。将它再一次从斜面滚下时，由于罐子一端较大，一端较小，它就会

像一个圆一样在水平面上打转。

图２　第二次模板 图３　第三次模板

１．３　第三个版本
在作品制作过程，有同学在问，我们用透明的罐子解决了清晰看到里面橡皮筋形变的形成和恢复的

过程，有没有办法解决清晰看到罐子的速度快慢变化的过程呢？

我们想到在机械能的转化中，老师演示滚摆实验时，在滚摆的侧面涂上了红白颜色相间的图（如图

４所示）：当滚摆滚动快时，带动颜色盘转动也很快，看上去红白红白的变化很快，视觉区分不了，就像一
个飞速运转的红盘；当滚摆滚动慢时，带动颜色盘转动也很慢，看上去红白红白的变化很慢，视觉能区分

红白的颜色。颜色盘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理解滚摆的转动速度的。受这个颜色盘的启发，我们能否也

在罐子的两端贴一个颜色盘呢？于是有了第三个版本。

用透明的罐子和有颜色盘做成的第三个版本解决了弹性形变的可视性和速度快慢变化的可视性的

两大难题，应该是很成功的了。但是我们的同学发现，由于罐子口径较小，里面的铁块容易与瓶身相碰，

造成实验的不明显。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口径较大的罐子做最终版本。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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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第四次模板

１．４　最终版本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们的最终版本如图５所示。
方法是：将一个透明类似于圆柱体的罐子，两边各打两个洞，用两条橡皮筋分别穿进洞里，在两条橡

皮筋的中间用细绳将铁块绑紧。实验得到了我们要的效果，就是：罐子从水平面返回，滚上斜面，反复好

几次，而且清楚地看到里面橡皮筋的形变相交和恢复的过程，同时还看到颜色盘时快时慢的变化情况。

图５　第五次模板

２　对作品的探索
在不断的对该作品进行改进的过程中，我们感触很多，对作品的制作心得，亮点，使用和收获整理归

纳如下：

２．１　制作心得
我们的制作心得归纳起来就是：１）橡皮筋要选择韧性好的。２）小铁块不能太重或太轻，太重太大

小铁块会与罐子摩擦，太轻惯性太小则不能促使橡皮筋发生弹性形变。３）罐子要透明的，因为这样可
以看到内部的橡皮筋的形变相交和恢复情况。４）在罐子两边加上黑白相间的颜色盘，方便看出罐子的
运动速度快慢。５）罐身和斜面要平滑，不能凹凸不平。
２．２　作品亮点

亮点一：本作品的制作材料均来源于生活中，成本低廉，制作简单，演示效果好，容易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望，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亮点二：本作品中用到的颜色盘表征着罐子的速度变化，是滚摆实验中的颜色盘的迁移，是知识的

应用，通过作品的制作培养了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亮点三：我们的作品产生的实验现象（能返回斜面）与生活中常见的实验现象（在水平面上停下来）

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罐子返回到斜面时，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这种令学生感到惊奇的实验现象

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极大的调动起来，学习效果会更好，课堂效率会更高。

反思初中物理中，我们有这样两个实验用到了物体从一个斜面滚下，落到水平面，然后慢慢静止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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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他们与我们的制作形成鲜明的对比。

２．２．１　对比的两个实验
实验一：探究影响动能大小的因素

从斜面滚下的铁球Ａ碰上木块Ｂ后，能将木块Ｂ推出一段距离， ，表明Ａ的动能越大。
这里的Ａ球从斜面滑下，推动木块Ｂ后，与Ｂ一起慢慢停下来。说明物体质量越大，速度越大，具

有的动能越大。

实验二：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１）为什么要小车从同一高度下滑？
（２）三种表面的不同点是什么？
（３）小车在三种不同表面的运动距离有什么不同？
（４）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５）假如小车不受到阻力的作用，可能会怎样？

这里说明的问题是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由于水平面的阻力作用，小车也会慢慢的停下来，阻力

越小，小车慢慢停下滑行的距离越大。由此推导，若阻力为零，小车的速度便不会变小，小车会速度大小

不变、方向也不变的做匀速直线运动下去。这是理想的情况，当然，实际上的平面，阻力是不会为零的，

小车还是会停下来。

２．２．２　本作品可研究的实验
实验一：演示动能和弹性势能的转化

把本作品放在水平地面上，用力使它向前滚动，可以观察到本作品滚动一段距离后自动返回。实验

现象说明：当作品向前滚动时是动能转化为橡皮筋的弹性势能；返回时，橡皮筋的弹性势能又转化成动

能，这是一个动能和弹性势能相互转化的实验。

实验二：动能、重力势能、弹性势能的转化

把本作品放在一个不太陡的斜面上，斜面与水平面接触。当让本作品静止释放时，它向下滚动到水

平面上后慢慢返回，并返回到斜面上。这是一个动能、重力势能与弹性势能相互转化的有趣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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