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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们时常能见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比如雨后容易看到彩虹 ；北方

经常能看到霜、雾凇、雪等自然现象 ；南方经常能见到雾、露珠等自然现象。这些自

然现象的生成原理，同学们都会在初中“物理”中学习到，初中“物理”是一门与我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提出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教育

理念。基于这一教育理念，编者认为利用生活情境为学生创设物理实验环境，以及指

导学生利用物理知识人工生成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热

情，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陶冶学生学习物理的情感和志趣，增强学生利用科学

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从而实现我们物理教育的重要目标。

然而，现阶段物理教学实践中，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仍然得不到部分教育工作

者的重视。这一现象，有其客观背景存在 ：部分贫穷地区没能力为学生提供培养动手

能力的环境，部分地区因为繁重的课程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这些地区的教师只关注给

学生灌输知识，即“填鸭式”教学法。因此，这些地区的学生在枯燥的学习环境下，

对物理的学习兴趣不断下降，甚至有部分学生在初中阶段便开始厌倦和畏惧物理。编

者通过调查发现 ：这部分学生普遍觉得课本的物理知识难以理解，教师所讲的很多生

活体验自己都没有。比如霜，对南方人来说，比较少见 ；潜望镜和潜水艇，普通人平

时也是见不到的。因此，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也仅停留在浅层记忆。

为了给改善“填鸭式”教学带来的弊病提供可能，立足于“从生活走向物理，从

物理走向社会”的教育理念，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初中物理开放性作业》。本书对应

于人教版初中物理课本。针对每个章节的知识点，本书编设了与该知识点相关的开放

性作业。这不仅仅可以指导物理教师利用生活实例进行教学，也方便物理教师在讲授

完知识点后给学生布置开放性作业，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在亲自动手的实验中，

切身体验科学的妙趣，也对学过的物理知识理解得更透彻，从而内化习得的物理知识。

本书由广东实验中学的黄慧老师提出全书提纲和写作思路，并负责全书的增补、

删节、修改和统稿工作。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广东实验中学的黄慧、黄晓雯、黄允

翀、宋翠方、李小铿和梁文顺等各位教师。

本书从编写到出版都得到了广东实验中学的积极支持，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时间

仓促，作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各位读者在使用过程中不吝赐教。

编 者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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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运动

本节作业要求

通过学习本节的知识，尝试测量最大的停稳距离，与学习小组的同学进

行探究并合作完成。

学校决定在两座房子之间的空地上建一个新的篮球场。在设计场地时，安全是首

先考虑的因素，为了防止球员冲出边线因收不住脚而撞到墙上，必须在球场边线到房

子之间留有足够的距离，怎样确定这段距离呢？请同学们帮忙测量一下吧。

开放性实验

测量停稳距离

◎◎ 实验器材：

手表、卷尺。 

◎◎ 实验步骤：◎

1．在空地上划出 25 m 长的距离（将路上的障碍物移开）。

2．请你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这段距离，在跑过 25 m 标志线时，尽可能减速至停下

来站稳，注意不能在标志线前就放慢速度。

3．让你的同伴测量一下，从 25 m 标志线到你最后停稳处的距离，此为停稳距离。

4．与你的同伴互换角色，再次测量。请设计记录数据的表格，并将你和同伴跑完

25 m 的停稳距离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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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记录数据的表格：

学以致用

1．某同学骑自行车做匀速直线运动，在 4 s 内通过了 40 m 的路程，那么他在前

2 s 内的速度是（　　）。

A．40 m/s B．20 m/s C．10 m/s D．5 m/s

2．一个物体沿直线运动，它在第 1 min 内、第 2 min 内、第 3 min 内的路程都是

300 m，在这 3 min 内做的是（　　）。

A．匀速直线运动  B．变速直线运动   

C．变速运动  D．无法确定

3．汽车在平直的高速公路上行驶，1 min 通过了 1800 m 的路程，汽车的平均速度

是（　　）。

A．1800 m/s B．108 m/s C．90 m/s D．3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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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声  现  象

本节作业要求

通过学习本节的知识，自制一件小乐器，可以是示例的自制横笛，也可

以是其他小乐器。独立完成，每人制作一件。

开放性实验

（一）自制横笛

◎◎ 实验器材：

PVC 管材、海绵地垫一块（作活塞用）、电钻一个、小钢锯、刻度尺、铅笔、

小刀 。

◎◎ 实验步骤：◎

吹口和笛内活塞以及笛身结构以及具体数据如图 2-1 所示，用刻度尺测量好尺

寸，用铅笔做好记号后，用电钻在 PVC 管的对应位置钻孔。

吹口

340 mm

1 孔　 2 孔  3 孔  4 孔 5 孔  6 孔
背面

初音孔

软塞

114 mm
128 mm

149 mm
176 mm

188 mm
215 mm

253 mm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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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横笛的照片

（粘贴处）软塞

软塞右端距离吹口左端 3 mm

吹口3 mm

图 2-2

◎◎ 实验结论：

1．横笛被吹响时，发声体是　　　　　。

2．我能听到自制横笛的声音是因为声音可以通过　　　　　　传播，如果我把自

制横笛带到月球上演奏，那么乐声就　　　　　（选填“能”或“不能”）被听到了。

3．我如何改变自制横笛的音调 ：如果我　　　　　　　　　　　，音调高 ；如果

我　　　　　　　　　　，音调低。

4．我如何改变自制横笛的响度 ：如果我　　　　　　　　　　　，响度大 ；如果

我　　　　　　　　　　，响度小。

5．我能分辨我所制作的横笛与其他同学制作的乐器是不一样的，主要是靠声音

的　　　　　　　　　　这个特性。

（二）我的小乐器

名称 ：　　　　　　　　

小乐器原理图或者照片 ：

（粘贴处）

◎◎ 实验器材：◎

◎◎ 实验步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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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论：

1．发声体 ：　　　　　　　　　　　　　　　。

2．我能听到小乐器的声音是因为声音可以通过　　　　　　　传播，如果我把小

乐器带到月球上演奏，那么乐声就　　　　（选填“能”或“不能”）被听到了。

3．我如何改变小乐器的音调 ：如果我　　　　　　　　　　　　，音调高 ；如果

我　　　　　　　　　　　　，音调低。

4．我如何改变小乐器的响度 ：如果我　　　　　　　　　　　　，响度大 ；如果

我　　　　　　　　　　　　，响度小。

5．我能分辨我制作的乐器与其他同学制作的乐器是不一样的，主要是靠声音

的　　　　　　　这个特性。

实验成果秀

往届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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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

1．小明自制了一个叫作“水瓶琴”的乐器，如图 2-3 所示，它是通过在 8 个相同

的水瓶中装入不同质量的水，使得水面的高度不等，让水面高度不同，主要是为了在

敲击不同水瓶时使瓶子发出声音的　　　　　不同。小红发现，小明用自制的“水瓶

琴”在与小华的笛子合奏时演奏错了一个音，她是根据这个音的　　　　　来判断出

是小明演奏错。

图 2-3

2．小华自制了如图 2-4 所示的乐器。木板上 A、B、C、D 是四个凸起的位置，橡

皮筋跨过凸起，固定在木板的两端。演奏时，右手拨动橡皮筋，左手分别按住 A、B、

C、D 处，便能听到美妙的乐音。

A   B    C    D    E

图 2-4

（1）控制自制乐器发出声音的响度可以用　　　　　　　　的方法，控制自制乐

器发出声音的音调可以用　　　　　　　　　　的方法。

（2）小华的自制乐器属于　　　　　（选填“管乐器”“弦乐器”或“打击乐

器”），其音色是由　　　　　　　　决定的。

3．吉他是一种通过弦振动发声的乐器。如图 2-5 所示，在一个空木盒上固定一

根木柄，琴弦一端固定在木盒 O 处，另一端跟木柄上的旋钮相接，就制成了一把简单

的自制吉他。陈好学习物理知识后，知道弦振动发声的音调高低与弦的长短、粗细和

松紧有关，他用这把自制吉他进行探究“琴弦振动发出不同唱名‘dou、ruai、mi、fa、

sou…’的决定因素”。通过实验得到 ：当琴弦长为 60 cm，发出的音为“dou”；当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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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 45 cm，发出的音为“fa”；当琴弦长为 40 cm，发出的音为“sou”。　

木　柄
木　盒

O

图 2-5

（1）此处木盒的作用是为了放大声音的     。

（2）陈好上网查得音乐中不同唱名“dou、ruai、mi、fa、sou…”的频率关系如下

表所示。根据此表，可以得到弦发声的音调高低与振动的频率的关系为 ：          

                                    。

唱名 dou ruai mi fa sou …

频率 f a 9
8 a 5

4 a 4
3 a 3

2 a …

弦长 l（cm） 60 160
3 48 45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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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态变化

本节作业要求

选择其中一个实验活动进行探究 ：自制冰霜或寻找生活中的物态变化现

象。将实验过程记录下来，并填写作业纸上的相关内容，独立完成。

开放性实验

（一）自制冰霜

◎◎ 实验器材：

金属罐（尽可能薄）、碎冰、盐、筷子。

◎◎ 实验步骤：◎

1．如图 3-1 所示，将适量的碎冰倒入金属罐中，再

往碎冰上撒盐。

2．用筷子搅拌冰和盐使它们充分混合，直到金属罐

底部出现一层白色的霜。

3．将自制冰霜的成品拍照后，贴在方框内。

照片粘贴处

4．仔细观察霜的外形，你能说出它与冰的区别吗？

答 ：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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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

1．冰柜内的四壁上经常会结霜，这些霜是由于　　　　　　　　　　　而成的。

2．下列物态变化过程属于凝华现象的是（　　）。

A．草地上露水的形成    B．雪的形成    

C．清晨大雾的形成   D．以上都不是  

3．关于霜的形成，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在物体上形成了霜    

B．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在物体上形成了霜

C．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固在物体上形成了霜

D．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先液化再凝固在物体上形成了霜       

4．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某同学将冰块放入空易拉罐中并加入适量的盐，用筷子

搅拌大约半分钟，测得易拉罐中冰与盐水混合物的温度低于 0 ℃，实验时易拉罐的底

部有白霜生成。对于这一实验和现象的分析，正确的是（　　）。

A．盐使冰的熔点低于 0 ℃，白霜的生成是凝华现象

B．盐使冰的熔点高于 0 ℃，白霜的生成是凝华现象

C．盐使冰的熔点低于 0 ℃，白霜的生成是凝固现象

D．盐使冰的熔点高于 0 ℃，白霜的生成是凝固现象

（二）寻找生活中的物态变化现象

物态变化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像冰箱冷冻室里的冰粒，冬天哈出的白气，

等等。现在，请同学们来一起寻找生活中的物态变化现象，和小伙伴比比看谁找得最

多。同学们，加油！

物态变化
 例 ：            （熔化）

固态 液态
（吸）热

（　　）
固态 液态

（　 ）热

（　　）
液态 气态

（ 　）热

生活实例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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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态变化
（　　）

液态 气态
（　　）热

（　　）
固态 气态

（　　）热

（　　）
固态 气态

（　　）热

生活实例

总数

学以致用

图 3-2 是大自然中水循环现象的示意图。江、河、湖、海以及大地表面层中

的水不断    变成水蒸气，这一过程要    热。当含有很多水蒸气的空气

升入高空时，水蒸气的温度降低凝成小水滴或小冰晶，这就形成了云。云是水蒸

气    或    形成的。在一定条件下，云中小水滴和小冰晶越来越大，就会

下落，在下落过程中，小冰晶又    热    成了小水滴，与原来的水滴一起

落到地面，就形成了雨。

海洋

降水 降水

湖

下渗    地下河

图 3-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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