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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2日 星期六6 初中学考·辅导

紧扣变量逻辑关系 解决实验探究问题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吴晓天

通过对初中学科物理试题的研究可以看出，物理实验题的分值一直占据试卷的很大比例。比如近三年，

初中学考物理试题的实验解答题分值为28分，占整个试卷分值的40%左右。在选择题里亦有一些关于实验知

识的考查。此外，还有10分是在卷面之外，考查学生实验动手操作能力。由此可见，实验部分整体约占初中学

考物理满分80分的50%。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初中学考物理实验试题不断改革创新，近几年尤其重视考查探究性实验，引

导学生探究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把握实验试题的类别及其考查要点，能够帮助学生在应对时更加得心应

手。笔者以近三年初中学考物理实验题目的考查知识点为例进行分析，希望能对考生有所帮助。

物物理理

对提出问题的考查

针对实验探究中提出问题的环节，最早出现在

2015 年的中考题，以科普阅读的形式出现，最近一次出

现在 2023 年初中学考的 20 题，下面以此题作为例题 1

进行展示。

【例题1】 小京用图1所示的装置进行实验，其中灵

敏电流计指针偏转的方向可以反映电路中的电流方向。

使金属棒 ab 向左做切割磁感线运动，灵敏电流计指针向

右偏转，如图1所示；保持磁场方向不变，使金属棒 ab 向

右做切割磁感线运动，灵敏电流计指针向左偏转，如图2

所示。小京探究的问题是：____________________。

图1

图2

【解析】 这类题的解答，要求考生必须明确表述出

2 个可测量的变量，即自变量和因变量。此外，考生还需

表述清楚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作答时，考生一方面

对从情境中提炼出2个变量有困难，另一方面对厘清自

变量和因变量的逻辑关系也存在 困难。

诸如有的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答案，如“灵敏电

流计指针偏转方向和电流方向有关吗”，这就是没有找对

自变量和因变量；如“金属棒的运动与感应电流方向是否

有关”，这是没有将自变量描述清楚；再比如“金属棒切割

磁感线方向与感应电流方向是否有关”，这是混淆了自变

量和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其应对方法也不难，考生需要先找到实验当中的

自变量是什么。自变量是指人主动操纵，而引起因变

量发生变化的因素或条件，其标志是人为的主动操纵，

而因变量是被影响的量，其中自变量为因，因变量为

果。而探究问题的表述通常为“因变量与自变量是否

有关”或“因变量与自变量有关吗”。在题目中，考生还

要分析出有些变量不能通过直接观察得出，而是要通

过其他因素间接反映得出，比如上题中感应电流的方

向，是通过灵敏电流计的指针偏转反映得出，但因变量

仍为感应电流的方向。

对数据处理的考查

实验数据的处理包括读数、画图、画表格、运算等。

在北京初中学考物理实验试题中，最常见的命题是要求

学生画出实验数据的记录表格。最近一次对数据处理

的考查出现在 2024 年初中学考的 19 题，下面以此题作

为例题2进行展示。

【例题2】 利用两端电压不变的电源、两个电流表、

两个不同规格的小灯泡、滑动变阻器、开关和导线若干，

探究在串联电路中，流入第二个灯泡的电流 I2 与流入第

一个灯泡的电流 I1 是否相等。

（1）画出实验电路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画出实验数据记录表格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 这类命题对变量的识别有很高的要求，需要

学生识别出自变量、因变量及控制变量。此题的情境较

为简单，其自变量与因变量都能直接测量得到，以往在更

复杂的题目中，亦有需要数据处理才能得到的自变量或

因变量。这就需要考生将得出过程中的中间量也在表格

中体现出来。其中，要注意物理量的记录位置也有明确

要求。探究实验的因变量、测量实验的最终测量都必须

放置在实验数据表格的最后一行或者最右侧一列。

对探究实验，考生可以下表为参考进行表格的绘

制。若自变量、因变量可直接测得，则不需要第1、3行，

否则需要写出得出的过程变量。其实验次数依据实验探

究的题目决定。如果讨论“有关或无关”，记录2次数据

即可；如果讨论“因变量随自变量增大而增大（或减小）”，

记录3次数据即可；如果讨论正比（反比）、公式、是否相

等、图像等，则需要记录至少6次数据。对于测量实验，

要根据实际测量的次数绘制表格。

得出自变量的

过程变量/单位

自变量/单位

得出因变量的

过程变量/单位

因变量/单位

以此标准，例题2的实验数据记录如下表所示。

电流表 A1 的
示数/ A
电流表 A2 的
示数/ A

对实验现象的分析与论证的考查

这一类型的命题在初中学考物理试题考查中非常

普遍，而且题型多样，包括根据数据总结结论、证伪实

验、推理实验等。下面以 2022 年初中学考的第 23 题作

为例题3进行展示。

【例3】 小京为了证明“浸没在水中的物体所受的浮

力大小与水的深度有关”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利用符合

实验要求的弹簧测力计、刻度尺、烧杯、水和金属块等器

材进行实验。

（1）以下是他的部分实验步骤，请帮他补充完整。

①将金属块悬挂在弹簧测力计下，测量金属块受到

的重力 G 并记录；

②在烧杯中装入适量的水，_____________，静止时

记录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1 ，用刻度尺测量烧杯中水的深

度 h 并记录；

③ _____________，静止时记录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2 ，用刻度尺测量烧杯中水的深度 h 并记录；

④用公式_____________计算金属块所受浮力 F浮1 、
F浮2 并记录。

（2）由水的深度变化时，F浮1 ______ F浮2（选填“=”

或“≠”），就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分析】 考生平日做的习题大多是推理实验，偶尔

遇到证伪的问题容易转不过弯。其实只要把握实验的

三个变量，处理证伪问题亦不在话下。考生依然要分清

自变量、因变量、控制不变的量。其中，自变量通常是我

们平日实验中的“无关变量”，而证伪便是证明因变量与

无关变量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考生最容易在证伪问题中忽略控制

变量，从而得到因变量与无关变量有关的错误结论。考

生应以题目中提到的无关变量为自变量，如例题3中的

“深度”为自变量，需要控制真正影响因变量的“物体排开

水的体积”不变，便可突破证伪题目中的难点。

总的来说，紧扣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自变量、因变

量和控制不变的量是所有实验探究的共同点，三者的关

系问题几乎涵盖了初中学考物理的探究命题。考生若能

把握住实验探究问题当中的精髓，即“改变自变量，保证

控制变量不变，观察因变量的变化”，便能在实验探究问

题当中得心应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