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物理实验实验报告总结 大学
物理课题演示实验报告(优质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题或
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
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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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放电存在多种形式，如电晕放电、电弧放电和火花放电
等，通过此演示实验观察火花放电的发生过程及条件。

二、原理

首先让尖端电极和球型电极与平板电极的距离相等。尖端电
极放电，而球型电极未放电。这是由于电荷在导体上的分布
与导体的曲率半径有关。导体上曲率半径越小的地方电荷积
聚越多(尖端电极处)，两极之间的电场越强，空气层被击穿。
反之越少(球型电极处)，两极之间的电场越弱，空气层未被
击穿。当尖端电极与平板电极之间的距离大于球型电极与平
板电极之间的距离时，其间的电场较弱，不能击穿空气层。
而此时球型电极与平板电极之间的距离最近，放电只能在此
处发生。

三、装置

一个尖端电极和一个球型电极及平板电极。

四、现象演示

让尖端电极和球型电极与平板电极的距离相等。尖端电极放
电，而球型电极未放电。接着让尖端电极与平板电极之间的



距离大于球型电极与平板电极之间的距离，放电在球型电极
与平板电极之间发生。

五、讨论与思考

雷电暴风雨时，最好不要在空旷平坦的田野上行走。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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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报告

一.预习报告

1.简要原理

2.注意事项

二.实验目的

三.实验器材

四.实验原理

五.实验内容、步骤

六.实验数据记录与处理

七.实验结果分析以及实验心得

八.原始数据记录栏(最后一页)

把实验的目的、方法、过程、结果等记录下来，经过整理，
写成的书面汇报，就叫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种类因科学实验的对象而异。如化学实验的报告
叫化学实验报告，物理实验的报告就叫物理实验报告。随着
科学事业的日益发展，实验的种类、项目等日见繁多，但其
格式大同小异，比较固定。实验报告必须在科学实验的基础
上进行。它主要的用途在于帮助实验者不断地积累研究资料，
总结研究成果。

实验报告的书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它不仅是对每
次实验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初步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
逻辑归纳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是科学论文
写作的基础。因此，参加实验的每位学生，均应及时认真地
书写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实事求是，分析全面具体，文字简
练通顺，誊写清楚整洁。

实验报告内容与格式

(一) 实验名称

要用最简练的语言反映实验的内容。如验证某程序、定律、
算法，可写成“验证”；分析。

(二) 所属课程名称

(三) 学生姓名、学号、及合作者

(四) 实验日期和地点（年、月、日）

(五) 实验目的

目的要明确，在理论上验证定理、公式、算法，并使实验者
获得深刻和系统的理解，在实践上，掌握使用实验设备的技
能技巧和程序的调试方法。一般需说明是验证型实验还是设
计型实验，是创新型实验还是综合型实验。



(六) 实验内容

这是实验报告极其重要的内容。要抓住重点，可以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方面考虑。这部分要写明依据何种原理、定律算法、
或操作方法进行实验。详细理论计算过程.

(七) 实验环境和器材

实验用的软硬件环境（配置和器材）。

(八) 实验步骤

只写主要操作步骤，不要照抄实习指导，要简明扼要。还应
该画出实验流程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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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实验结果

实验现象的描述，实验数据的处理等。原始资料应附在本次
实验主要操作者的实验报告上，同组的合作者要复制原始资
料。

对于实验结果的表述，一般有三种方法:

1. 文字叙述: 根据实验目的将原始资料系统化、条理化，用
准确的专业术语客观地描述实验现象和结果，要有时间顺序
以及各项指标在时间上的关系。

2. 图表: 用表格或坐标图的方式使实验结果突出、清晰，便
于相互比较，尤其适合于分组较多，且各组观察指标一致的
实验，使组间异同一目了然。每一图表应有表目和计量单位，
应说明一定的中心问题。

3. 曲线图 应用记录仪器描记出的曲线图，这些指标的变化



趋势形象生动、直观明了。

在实验报告中，可任选其中一种或几种方法并用，以获得最
佳效果。

(十) 讨论

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对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
如果所得到的实验结果和预期的结果一致，那么它可以验证
什么理论？实验结果有什么意义？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些是
实验报告应该讨论的。但是,不能用已知的理论或生活经验硬
套在实验结果上；更不能由于所得到的实验结果与预期的结
果或理论不符而随意取舍甚至修改实验结果，这时应该分析
其异常的可能原因。如果本次实验失败了，应找出失败的原
因及以后实验应注意的事项。不要简单地复述课本上的理论
而缺乏自己主动思考的内容。

另外，也可以写一些本次实验的心得以及提出一些问题或建
议等。(十一) 结论

结论不是具体实验结果的再次罗列，也不是对今后研究的展
望，而是针对这一实验所能验证的概念、原则或理论的简明
总结，是从实验结果中归纳出的一般性、概括性的判断,要简
练、准确、严谨、客观。

(十二) 鸣谢(可略)

在实验中受到他人的帮助,在报告中以简单语言感谢.

(十三) 参考资料

【实验名称】静电跳球

【实验目的】观察静电力



【实验器材】韦氏起电机，静电跳球装置（如图）

【实验原理、操作及现象】

将两极板分别与静电起电机相连接，顺时针摇动起电机，使
两极板分别带正、负电荷，这时小金属球也带有与下板同号
的电荷。同号电荷相斥，异号电荷相吸，小球受下极板的排
斥和上极板的吸引，跃向上极板，与之接触后，小球所带的
电荷被中和反而带上与上极板相同的电荷，于是又被排向下
极板。如此周而复始，于是可观察到球在容器内上下跳动。
当两极板电荷被中和时，小球随之停止跳动。

【注意事项】

1.摇动起电机时应由慢到快，并且不宜过快；摇转停止时亦
需慢慢进行，可松开手柄靠摩擦力使其自然减慢。

2.在摇动起电机时，起电机手柄均带电且高速摇动时电压高
达数万伏，切不可用手机或身体其他位置接触，不然会有火
花放电，引起触电。

静电跳球中小学科学探究实验室仪器模型设备实验目的：

1、探究静电作用力的现象及原理。

2、研究能量间的转化过程。实验器材：圆铝板2个、圆形有
机玻璃筒、静电导体球（由铝膜做成）若干。

提出问题：在以前的实验中，我们对电场以及静电的作用力
已经有所了解。那么，在两块极板间，由铝箔做成的小球真
能克服重力上蹦下跳吗？猜想与假设：在强电场的作用下，
由铝箔做成的小球能够克服重力而上下跳动。       
   实验过程：



1、在两圆铝板间放一有机玻璃环，里面放了一些静电导体球，
当接通高压直流电源后观察静电导体球的运动情况。

2、增大两极板间的电压，观察现象。

探究问题：

1、仪器内的小球为什么会跳起来？

注意事项：

1、接好电路后，再调整两根输出导线之间的距离至少离开10
厘米。太近时会击穿空气而打火。

2、接通高压电源后就不能再触摸高压端和电极板，否则会触
电而麻木。实验做完后，先关闭电源开关，再用接地线分别
接触两个电极进行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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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班级：轻化工程11级03班

姓名：梁优

学号：

鱼洗

实验描述：

鱼洗是中国三大青铜器之一，在鱼洗内注入清水后摩擦其两
耳，如果频率恰当，就会出现水面产生波纹，发出嗡嗡的声
音并有水花跃出的现象。经验表明，湿润的双手比干燥的双
手更容易引起水花飞跃。



实验原理：

鱼洗的原理应该是同时应用了波的叠加和共振。摩擦的双手
相当于两个相干波源，他们产生的水波在盆中相互叠加，形
成干涉图样。这与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相同。按照我的分析，
如果振动的频率接近于鱼洗的固有频率，才会产生共振现象。
通过摩擦输入的能量才会激起水花。

令人不解的是，事实上鱼洗是否能产生水花与双手的摩擦频
率并没有关系。在场的同学试着摩擦的时候，无论是缓慢的
摩擦还是快速的摩擦，都能引起水花四溅。通过查阅资料得
知，鱼洗的原理其实是摩擦引起的自激振动。（就像用槌敲
锣一样，敲击后锣面的振动频率并不等于敲击频率。）外界
能量（双手的摩擦）输入鱼洗时，就会引起其以自己的固有
频率震动。（正如在锣面上敲一下。）

为什么湿润的双手更容易引起鱼洗的振动呢？从实践的角度，
可能是因为湿润的双手有更小的摩擦系数，因为摩擦起来更
流畅，不会出现干燥双手可能会出现的“阻塞”情况，这只
是我个人猜想，并没有发现资料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离心力演示仪

实验描述：

离心力演示仪是一个圆柱形仪器，中间有一个细柱，细柱穿
过一段闭合的硬塑料带上的两个正对小孔。塑料带的一段固
定，静止时，系统为一个竖直平面的圆，中间由细柱传过。
当摁下仪器上的按钮时，细柱带动塑料带在水平面旋转起来。
当旋转速度增大时，可以看到塑料带的自由端延细柱向下运
动，整个塑料带变成旋转的椭圆形状。

实验原理：



离心力是一个惯性力，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绕旋转中心转
动的物体有脱离中心延半径方向向外运动的趋势，产生这种
趋势的力即称为离心力。当启动仪器时，塑料带各部分均作
水平方向的圆周运动，所需要的向心力由临近部分的塑料小
段的拉力的径向分力提供。每一个塑料小段均收到来自前后
两个塑料小段的拉力。由于塑料带下端是固定的，因此在塑
料带的下半部分，每个塑料小段的受力均可分解成提供向心
力的径向分力和竖直向下的分力。对其上半圆部分也有类似
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塑料带一段固定是这个仪器最重要的
条件，这样塑料带的下半部分的受力结果才能确定，进而上
半部分每个塑料小段所受的两个拉力的关系才能确定。在竖
直向下的分力作用下，塑料带被压扁成为旋转的椭圆。

辉光球

实验描述：

辉光球是圆形球体，实验室中还有一个为圆盘形状。工作时
会发出动感绚烂的五彩辉光，有一种魔幻效果。仔细观察辉
光球，可以看到其中的气体，蓝色的一个辉光球尤为明显。
当将手指放上去时，手指接触球体的部分会被辉光点亮，同
时球中会有一缕气体与碰触的位置连接，十分美丽。另外观
察得知，如果用笔、尺子等其他物体接触辉光球，也会出现
上述现象，但强度与用手指接触相比小得多。

实验原理：

ne

和xe，蓝色的辉光球中可能充有ar。在人手触摸辉光球时，由
于人体和大地相连，人触摸的位置的电势与大地的电势相等，
整个辉光球的电场分布不再均匀，手指碰触的地方有更低的
电势，所以会更加明亮，同时，辉光球中央的电极与人手之
间的电势差会更大，因而形成的辉光弧线会一直跟随人的手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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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原理：给存在一定距离的两电极之间加上高压，若两电
极间的电场达到空气的击穿电场时，两电极间的空气将被击
穿，并产生大规模的放电，形成气体的弧光放电。

雅格布天梯的两极构成一梯形，下端间距小，因而场强
大(因)。其下端的空气最先被击穿而放电。由于电弧加热(空
气的温度升高，空气就越易被电离,击穿场强就下降)，使其
上部的空气也被击穿，形成不断放电。结果弧光区逐渐上移，
犹如爬梯子一般的壮观。当升至一定的高度时，由于两电极
间距过大，使极间场强太小不足以击穿空气，弧光因而熄灭。

简单操作：打开电源，观察弧光产生。并观察现象。(注意弧
光的产生、移动、消失)。

实验现象：

两根电极之间的高电压使极间最狭窄处的电场极度强。巨大
的电场力使空气电离而形成气体离子导电，同时产生光和热。
热空气带着电弧一起上升，就象圣经中的雅各布(yacob以色
列人的祖先)梦中见到的天梯。

实验拓展：举例说明电弧放电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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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要原理

2、注意事项

二。实验目的



三。实验器材

四。实验原理

五。实验内容、步骤

六。实验数据记录与处理

七。实验结果分析以及实验心得

八。原始数据记录栏（最后一页）

把实验的目的、方法、过程、结果等记录下来，经过整理，
写成的书面汇报，就叫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的种类因科学实验的对象而异。如化学实验的报告
叫化学实验报告，物理实验的报告就叫物理实验报告。随着
科学事业的日益发展，实验的种类、项目等日见繁多，但其
格式大同小异，比较固定。实验报告必须在科学实验的基础
上进行。它主要的用途在于帮助实验者不断地积累研究资料，
总结研究成果。

实验报告的书写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它不仅是对每
次实验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初步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
逻辑归纳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是科学论文
写作的基础。因此，参加实验的每位学生，均应及时认真地
书写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实事求是，分析全面具体，文字简
练通顺，誊写清楚整洁。

实验报告内容与格式

（一）实验名称

要用最简练的语言反映实验的内容。如验证某程序、定律、
算法，可写成“验证×××”；分析×××。



（二）所属课程名称

（三）学生姓名、学号、及合作者

（四）实验日期和地点（年、月、日）

（五）实验目的

目的要明确，在理论上验证定理、公式、算法，并使实验者
获得深刻和系统的理解，在实践上，掌握使用实验设备的技
能技巧和程序的调试方法。一般需说明是验证型实验还是设
计型实验，是创新型实验还是综合型实验。

（六）实验内容

这是实验报告极其重要的内容。要抓住重点，可以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方面考虑。这部分要写明依据何种原理、定律算法、
或操作方法进行实验。详细理论计算过程。

（七）实验环境和器材

实验用的软硬件环境（配置和器材）。

（八）实验步骤

只写主要操作步骤，不要照抄实习指导，要简明扼要。还应
该画出实验流程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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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实验结果

实验现象的描述，实验数据的处理等。原始资料应附在本次
实验主要操作者的实验报告上，同组的合作者要复制原始资
料。



对于实验结果的表述，一般有三种方法:

1、文字叙述:根据实验目的将原始资料系统化、条理化，用
准确的专业术语客观地描述实验现象和结果，要有时间顺序
以及各项指标在时间上的关系。

2、图表:用表格或坐标图的方式使实验结果突出、清晰，便
于相互比较，尤其适合于分组较多，且各组观察指标一致的
实验，使组间异同一目了然。每一图表应有表目和计量单位，
应说明一定的中心问题。

3、曲线图应用记录仪器描记出的曲线图，这些指标的变化趋
势形象生动、直观明了。

在实验报告中，可任选其中一种或几种方法并用，以获得最
佳效果。

（十）讨论

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对所得到的实验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
如果所得到的实验结果和预期的结果一致，那么它可以验证
什么理论？实验结果有什么意义？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些是
实验报告应该讨论的。但是，不能用已知的理论或生活经验
硬套在实验结果上；更不能由于所得到的实验结果与预期的
结果或理论不符而随意取舍甚至修改实验结果，这时应该分
析其异常的可能原因。如果本次实验失败了，应找出失败的
原因及以后实验应注意的事项。不要简单地复述课本上的理
论而缺乏自己主动思考的内容。

另外，也可以写一些本次实验的心得以及提出一些问题或建
议等。（十一）结论

结论不是具体实验结果的再次罗列，也不是对今后研究的展
望，而是针对这一实验所能验证的概念、原则或理论的简明



总结，是从实验结果中归纳出的一般性、概括性的判断，要
简练、准确、严谨、客观。

（十二）鸣谢（可略）

在实验中受到他人的帮助，在报告中以简单语言感谢。

（十三）参考资料

【实验名称】静电跳球

【实验目的】观察静电力

【实验器材】韦氏起电机，静电跳球装置（如图）

【实验原理、操作及现象】

将两极板分别与静电起电机相连接，顺时针摇动起电机，使
两极板分别带正、负电荷，这时小金属球也带有与下板同号
的电荷。同号电荷相斥，异号电荷相吸，小球受下极板的排
斥和上极板的吸引，跃向上极板，与之接触后，小球所带的
电荷被中和反而带上与上极板相同的电荷，于是又被排向下
极板。如此周而复始，于是可观察到球在容器内上下跳动。
当两极板电荷被中和时，小球随之停止跳动。

【注意事项】

1．摇动起电机时应由慢到快，并且不宜过快；摇转停止时亦
需慢慢进行，可松开手柄靠摩擦力使其自然减慢。

2．在摇动起电机时，起电机手柄均带电且高速摇动时电压高
达数万伏，切不可用手机或身体其他位置接触，不然会有火
花放电，引起触电。

静电跳球中小学科学探究实验室仪器模型设备实验目的：



1、探究静电作用力的现象及原理。

2、研究能量间的转化过程。实验器材：圆铝板2个、圆形有
机玻璃筒、静电导体球（由铝膜做成）若干。

提出问题：在以前的实验中，我们对电场以及静电的作用力
已经有所了解。那么，在两块极板间，由铝箔做成的小球真
能克服重力上蹦下跳吗？猜想与假设：在强电场的作用下，
由铝箔做成的小球能够克服重力而上下跳动。实验过程：

1、在两圆铝板间放一有机玻璃环，里面放了一些静电导体球，
当接通高压直流电源后观察静电导体球的运动情况。

2、增大两极板间的电压，观察现象。

3、实验完毕要及时关闭电源，必须用接地线分别接触两极板
进行放电。

探究问题：

1、仪器内的小球为什么会跳起来？

注意事项：

1、接好电路后，再调整两根输出导线之间的距离至少离开10
厘米。太近时会击穿空气而打火。

2、接通高压电源后就不能再触摸高压端和电极板，否则会触
电而麻木。实验做完后，先关闭电源开关，再用接地线分别
接触两个电极进行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