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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物理新课程改革中为了避免由于测量手段、工具、环
境和使用者本身素质产生的误差， 引进了 DIS实验系

统。 它是一种将传感器、数据采集器和计算机组合在一

起，共同对一些物理量进行测量的装置，名为 DIS实验，
是 Digital Information system 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是
“数字化信息系统实验室”的简称，它是一种可以实时采

集测量数据的智能化辅助系统，由传感器、数据采集器、
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软件构成。
DISLab运用于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具有很多优势，

本文通过对利用 DISLab改进自感现象实验的案例研

究， 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DISLab在中学物理

实验教学中的地位， 也能使我们以后更好地使用

DISLab进行物理实验教学。
二、DISLab的特点

DISLab系统可以成功克服传统物理实验仪器的很

多问题，有力地促进了计算机技术与传统物理实验教学

的全面整合。 相对与传统实验仪器它有以下特点：一是

实时。 实验数据测量记录与实验操作过程同步，可以同

步采集和即时处理测量数据，并且能同时测量记录多个

不同种类的物理量。二是准确。利用数据采集器可以直

接采集所测量的物理量，对传感器不方便测量的物理量

还可以通过人工输入相关数据。 时间精度能够达到

0.1ms，其它实验数据可以精确到 0.4%，能够完全符合

中学物理对测量结果精准度的要求。三是直观。 DISLab
能够在计算机软件上按照数字、指针、波形图三种方式

动态实时地展现测量数据的动态变化。操作者可以采用

合适的数据呈现方式，任意察看某一瞬间、某一段时间

或整个实验过程的测量数据。四是高效。 DISLab不仅可

以准确即时采集测量结果，还能利用相关软件高效的对

测量结果进行分析和处理，如多种拟合（直线拟合、二次

多项式拟合、三次多项式拟合）或求异等。
三、利用 DISLab改进自感现象实验的案例分析

在自感现象实验中，我们以往只能通过小灯泡发光

强弱的变化情况来观察电路中的自感现象，学生无法直

观的体会到小灯泡两端的电压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电
路断电时，尽管学生能够观察到小灯泡的闪亮，但是此

时灯泡两端的电压方向怎样变化却无法看到， 而利用

DISLab 则可以方便地解决以上问题。
1.自感现象传统实验的局限性

自感现象的本质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电磁感应现象，
中学生对自感现象缺少感性认识，为此，教师一般先利

用演示实验来展示自感现象，然后再讲解自感现象产生

的原因和特征，所以教师要想上好这节课，必须通过演

示实验的现象， 分析好自感现象的产生原理和特征，物
理课本通过图 1所示的电路来演示通电时的自感现象，
通过图 2所示的电路来演示断电时的自感现象。

图 1 通电自感实验电路图

图 2 断电自感实验电路图

图 1中，在闭合开关的瞬间，由于小灯泡 A2与滑动

变阻器 R串联的支路是纯电阻电路， 所以 A2会立即正

常发光；而由于小灯泡 A1与线圈 L串联在一个支路中，
线圈 L中的电流逐渐增大时，由于电磁感应现象便会产

生自感电动势，阻碍线圈 L电流的变化，所以通过小灯

泡 A1的电流的变化需要一个短暂的过程，小灯泡 A1相
对于小灯泡 A2会“滞后发光”，但其实“滞后发光”的过

程非常短暂，实验现象可能不是很明显。
在图 2中，当开关 S突然断开时，电路中已经没有

利用DISLab 改进自感现象实验的案例分析

王 程
（安徽省来安县教师发展中心 安徽 来安 239200）

【摘要】DISLab运用于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具有很多优势， 本文通过对利用 DISLab改进自感现象实验的案例研
究，对实验的效果及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适当的分析、说明。
【关键词】DISLab 物理实验 自感现象
【中图分类号】G6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1）36-0142-02

课例·研究

142· ·



Course Education Research课程教育研究 2021年第 36期

了外电源，但因为通过线圈的电流减小，会产生感应电

动势来阻止线圈中的电流的减小，这时线圈 L与小灯泡

A刚好组成了一个闭合回路，小灯泡 A会“延续发光”，
如果线圈中的原电流大于小灯泡 A中的电流，这时小灯

泡还会闪亮一下，在断电电路的自感实验过程中，由于

没有对比实验，同学们可能无法观察到小灯泡 A“延续

发光”这一实验现象；此外同学们也无法观察到在这一

过程中通过小灯泡 A的电流方向发生了改变。
2.利用 DISLab的演示实验

为了使实验现象更加直观、全面，教师可以利用 DIS
实验系统改进传统的自感现象实验，利用电流(电压)传
感器、数据采集器和相关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采集、处
理，并能够将实验现象直观的以图像的方式在计算机中

呈现出来进行分析。图 1中，在小灯泡 A1两端安装一个

电压传感器，在电路通电的瞬间，同时利用数据采集器

收集小灯泡 A两端的电压大小，通过“示波”方式，在窗

口中呈现 υ—t图像，如图 3所示，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
小灯泡 A两端的电压在慢慢增大， 说明通过小灯泡 A1
和线圈的电流是逐渐增大的， 而且通过图像可以看到，
小灯泡 A1两端在闭合电路 0.3秒后才有电压产生。

图 3 通电自感实验图像

图 4 断电自感实验图像

图 2中， 同样将电压传感器接在小灯泡 A的两

端，在断开开关 S的同时，启动数据采集器采集小灯泡

A两端电压数据，然后通过“示波”方式，在计算机中呈

现 υ-t图像，如图 4所示，通过图像可以观察到，断开开

关 S之后小灯泡 A两端的电压方向先发生了改变，然后

电压再逐渐减小，说明通过小灯泡 A的电流在断开开关

S时电流方向先发生了改变， 然后电流再逐渐减小，此
外，在断开电路瞬间，小灯泡 A两端的感应电压比原来

电压更大。 通过实验图像可以看到，断开开关 S瞬间小

灯泡 A两端的感应电压约为断开开关 S前电压的 4倍，

所以在这一瞬间小灯泡 A的亮度会明显变强一下。
通过利用 DISLab改进自感现象的实验案例可以发

现， 利用 DISLab不仅可以辅助传统的实验器材进行原

有的实验， 还能有效改进传统实验的一些不足之处。 利

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将电阻支路、电感支路

的电压、电流随时间的变化情况通过图像的形式形象直

观的展示出来，增强实验现象的直观性。断开电路时，线
圈和电阻组成的回路中由于电磁感应有感应电动势产

生，但是此时流过小灯泡的电流方向与通电时相反。 通

过 υ—t图像同学们可以直观的观察到中小灯泡两端电

压方向及大小的变化情况，与传统实验中小灯泡的瞬间

闪亮现象相比更容易，让学生对断电自感现象原理的认

识更深刻。
我们不难发现使用 DISLab 系统辅助自感现象的实

验， 将原本定性分析的实验改进为直观的定量观察，还
增加了实验现象的直观性。 除此这外，DISLab系统在实

验数据采集、实验数据处理上还有很多传统实验测量器

材没有的优势。 总之，合理的利用 DIS实验系统可以为

我们的中学物理实验教学提供更多的便利，帮助我们更

加高效的开展课堂教学工作。
通过 DISLab改进自感现象实验的案例分析， 我们

不难发现应用 DISLab系统进行中学物理实验的优越性

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本文介绍的实验案例外，DISLab在
还可以应用于很多中学物理实验，通过 DIS系统可以辅

助我们完成大多数的力、热、电、光、以及原子物理实验。
DIS实验系统不仅可以辅助传统实验装置进行实验，还
制作了“向心力实验演示器”“平抛运动实验器”“干涉、
衍射、偏振实验器”等很多创新实验工具，解决了一大批

传统实验难题。在辅助传统实验的同时不断改进传统实

验，利用现代化计算机技术辅助并改进传统实验方式和

教学手段，正是 DIS实验系统的作用所在。
DISLab系统简化了传统实验数据的采集过程并且

利用用 DISLab辅助实验，操作简单、直观、高效、准确，
让我们感觉到了现代化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同时采用

DISLab进行实验的结果直观。 DIS实验系统不仅为学生

创新性实验提供了更好的环境，也为对改进传统物理实

验感兴趣的老师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和创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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