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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及組合科學 (物理 )  
校本評核作業樣本  

 
實 驗 技 巧  (   %)   姓 名 :       

報 告   (   %)  E1 探 究 氣 體 的  班 別 :    編 號 :   

總 分   壓 強 和 體 積 的 關 係  日 期 :      

 
目 標 : 探 究 針 筒 內 空 氣 的 壓 強 和 體 積 的 關 係。

 
儀 器 : 60 cm3針 筒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橡 膠 管  
凡 士 林  
 

理 論 : 

波 義 耳 定 律 指 出 如 果 氣 體 的 質 量 和 溫 度 保 持 不 變，氣 體 壓 強 跟 其 體 積 成 反 比。這

個 關 係 可 以 一 個 載 有 空 氣 的 針 筒 來 證 明。將 針 筒 連 接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以 測 量 壓 強 ，

氣 體 的 體 積 可 從 針 筒 上 的 刻 度 估 算 出 。  

 

步 驟 : 
1. 取 出 針 筒 的 活 塞 。 把 少 許 凡 士 林 均 勻 地 塗 於 活 塞 上 。 把 活 塞 放 回 針 筒 內 。  

2 .  將 針 筒 內 空 氣 的 體 積 設 於 約 25 cm3。  

3 .  用 橡 膠 管 將 針 筒 連 接 布 爾 登 氣 壓 計。在 套 上 橡 膠 管 之 前 把 少 許 凡 士 林 塗 於 接

駁 口 的 表 面 上 。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針 筒  
橡 膠 管  

活塞 

4.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的 讀 數 應 約 為 1.0 × 105 Pa (約 等 於 大 氣 壓 強 )。 由 於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的 指 針 或 會 因 氣 壓 計 內 機 件 的 摩 擦 而 卡 住，每 次 讀 取 數 據 前 可 輕 彈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一 下 。  

5. 調 校 活 塞 直 至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的 讀 數 為 1.0 × 105 Pa。 記 錄 針 筒 內 氣 體 的 體 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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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及組合科學 (物理 )  
校本評核作業樣本  

 
6. 將 活 塞 慢 慢 拉 出 ， 直 至 壓 強 降 至 0.9 × 105 Pa。 保 持 這 個 壓 強 並 持 著 活 塞 在 該

位 置 15 s。 記 錄 針 筒 內 氣 體 的 體 積 。  

7. 重 複 步 驟  6， 並 將 活 塞 再 拉 出 一 些 ， 使 壓 強 每 次 降 低 0.1 × 105 Pa。 緊 記 保 持

該 壓 強 並 持 著 活 塞 在 該 位 置 15 s， 才 記 錄 針 筒 內 氣 體 的 體 積 。  

8. 當 壓 強 下 降 至 0.7 × 105 Pa 時 ， 容 許 活 塞 慢 慢 返 回 針 筒 ， 使 壓 強 每 次 上 升     

0.1 × 105 Pa 以 重 複 實 驗 ， 直 至 壓 強 回 復 到 1.0 × 105 Pa。  

9. 壓 強 回 復 到 1.0 × 105 Pa時 的 體 積 應 大 致 跟 初 始 的 相 同 。 如 果 存 在 大 的 差 異 ，

須 檢 查 設 備 並 重 複 實 驗 。  

10. 將 活 塞 推 進 針 筒 內 以 重 複 實 驗 ， 直 至 壓 強 升 至 1.1 × 105 Pa, 1.2 × 105 Pa,        

1.3 × 105 Pa 和 1.4 × 105 Pa。然 後 容 許 活 塞 從 針 筒 退 出 以 重 複 實 驗，直 至 壓 強 回

復 到 1.0 × 105 Pa。 緊 記 持 著 活 塞 在 所 處 位 置 15 s， 才 記 錄 讀 數 。  

 

結 果 ：  

 

將 活 塞 從 針 筒 拉 出 期 間 :  

壓 強  (p) / 105 Pa 1.0 0.9 0.8 0.7 0.8 0.9 1.0 

體 積  (V) / cm3        

 

將 活 塞 推 進 針 筒 期 間 :  

壓 強  (p) / 105 Pa 1.0 1.1 1.2 1.3 1.4 1.3 1.2 1.1 1.0 

體 積  (V) / cm3          

 

就每一壓 強 值 ， 計 算 當 壓 強 增 加 和 減 少 時 的 平 均 體 積 ， 並 完 成 下 表 . 

壓 強 (p) / 105 Pa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平 均 體 積 (V) / cm3         

1/p /10-5 P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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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繪 在 室 溫 下 氣 體 體 積  (V)  對 1/壓 強 (1/p)  的 圖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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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評核作業樣本  

 
討 論 ：  

1. 圖 線 的 描 點 是 否 在 一 條 直 線 上 ？ 圖 線 / 曲 線 是 否 通 過 原 點 ？ 就 實 驗 結 果 跟  

波 義 耳 定 律 的 偏 差 給 出 一 個 原 因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 針 筒 的 活 塞 上 塗 上 凡 士 林 的 目 的 是 什 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為 什 麼 須 持 著 活 塞 15 s才 記 錄 每 一 讀 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為 什 麼 要 讓 活 塞 返 回 初 始 位 置 來 重 複 實 驗，並 就 每 一 壓 強 值 記 錄 兩 個 體 積 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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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及組合科學 (物理 )  
校本評核作業樣本  

 
進 一 步 探 究 ：  

 

從 圖 線 求 橡 膠 管 和 氣 壓 計 內 的 空 氣 體 積 。 推 導 你 所 用 的 公 式 。

(圖 線 的 y-截 距 應 等 於  –Vd。 根 據  p(V  + Vd)  = 常 數 ， Vd  為 在 橡 膠 管 和 氣 壓 計 內 空

氣 的 死 體 積 。 )  

 

教 師 備 註 ：

 
1. 在 教 科 書 中 ， 波 義 耳 定 律 的 實 驗 通 常 取 體 積 為 自 變 量 。 由 於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的

刻 度 並 不 精 準 ， 因 此 不 易 讀 得 較 精 確 的 氣 體 壓 強 。 在 這 實 驗 中 ， 體 積 讀 取 自

針 筒 的 刻 度 ， 而 壓 强 則 為 自 變 量 。 此 外 ， 如 要 找 出 橡 膠 管 和 氣 壓 計 內 空 氣 的

死 體 積 ， 則 須 標 繪 V  對 1/p 的 圖 線 。 

 

2 .  基 於 安 全 理 由 ， 不 建 議 使 用 玻 璃 針 筒 。  

 

3 .  由 於 塑 料 針 筒 出 口 的 直 徑 跟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的 接 口 並 不 脗 合 ， 需 用 兩 層 橡 膠 管

來 接 合 。  

 

4 .  如 果 死 體 積 過 大 ， 初 始 體 積  (25 cm3) 應 該 減 少 。  

 

5 .  本 實 驗 的 主 要 錯 誤 來 源 是 漏 氣，這 在 很 大 程 度 上 取 決 於 針 筒 的 新 舊 及 其 狀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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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 

物理實驗校本評核 

評審實驗表現記分紙(實驗技巧) 

評卷參考 −E1(P) 1 /  2  

組別 1 實驗 E1 組別 2 實驗 E1 組別 3 實驗 E1 組別 4 實驗 E1 組別 5 實驗 E1組 別 編 號  / 實 驗 編 號

學 生 編 號  

評 審 準 則  / 教 師 評 語  
                         

(1) 安 全 地 進 行 實 驗 的 步 驟  
有 關 注 實 驗 安 全 ， 包 括 適 當 的 施 力 ， 尤 其 注 意 保 護 眼 睛 。  

沒 有 過 度 用 力 。  

(10%) 
     

(2) 有 效 率 及 有 組 織 地 完 成 實 驗  
裝 置 整 齊 並 易 於 檢 查 。  

步 驟 有 序 。  

實 驗 期 間 標 繪 圖 線 以 檢 測 有 否 異 常 結 果 。  

(20%) 

     

(3) 純 熟 地 操 作 儀 器  
根 據 指 引 設 置 實 驗 裝 置 。  

以 凡 士 林 來 達 至 不 漏 氣 。  

能 保 持 壓 強 恆 定 以 讀 取 對 應 的 體 積 。  

(30%) 

     

(4) 適 當 地 運 用 儀 器 獲 取 準 確 的 量 度 和 讀 數  
能 用 針 筒 和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獲 得 準 確 讀 數 。  

依 循 指 引 持 著 活 塞  15 s。  

讀 取 數 據 前 輕 彈 布 爾 登 氣 壓 計 。  

(30%) 

     

(5) 對 科 學 探 究 抱 正 面 態 度  
同 學 間 合 作 良 好 。  

實 驗 後 再 三 核 對 和 評 估 結 果 。  

實 驗 期 間  /  後 作 某 些 探 究 。  

(10%) 

     

評語  : (例如學生表現的優劣 ) 
 

E1 探 究 氣 體 的 壓 強 和 體 積 的 關 係  
 

     

組 別 得 分       
學 生 得 分                           

註 : 在同一組別中的每位學生所得分數或有不同，這取決於老師對該生表現的印象評分和在實驗期間的答問。  



E1 氣體的壓強和體積的關係 

評分參考 (實驗報告) 
 
結果 :  
拉 出 活 塞 所 得 數 據 表   

 體 積 讀 數 合 理  
 壓 強 增 加 和 減 少 期 間 讀 數 一 致  (2)  

推 進 活 塞 所 得 數 據 表   
 體 積 讀 數 合 理  
 壓 強 增 加 和 減 少 期 間 讀 數 一 致  (2)  

平 均 體 積 和 1/p 的 數 據 表   
 從 先 前 兩 表 中 得 到 正 確 的 平 均 值   
 1/p 正 確  (2)  

以 V 對  1/p  所 標 繪 圖 線   
 正 確 標 註 軸 並 附 單 位   
 描 點 正 確   
 最 恰 當 圖 線  (4)  

 總 計 :  10  
討論 :  
1. 描 點 大 致 位 於 一 條 直 線 上  
 但 圖 線 並 不 穿 過 原 點  
 這 是 因 為 在 橡 膠 管 和 氣 壓 計 內 的 空 氣 沒 有 計 算 在 體 積 V 之 內  (3)  

 
2.  保 持 針 筒 不 漏 氣  (1)  

 
3.  為 著 保 持 溫 度 恆 定 ， 氣 體 膨 脹 或 壓 縮 後 須 容 許 其 再 次 回 到 室 溫  (2)  

 
4.  要 檢 視 調 校 活 塞 位 置 期 間 是 否 有 明 顯 的 空 氣 洩 漏 。 （ 可 考 慮 其 他 答 案 ，

例 如 ， 倘 若 兩 個 體 積 讀 數 並 不 一 致 ， 應 重 複 實 驗 。 ）  (2)  

 總 計 :  8  

 
總體 :  
表 達 與 傳 意  (2)  

 總 計 :  2  

 
總 分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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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技巧  (   %)   姓 名 :        

報告   (   %)         E2 牛頓第二運動定律  班 別 :    編 號 :    

總分    日 期 :       

 
目標 :  探究物體的質量、加速度與所受淨力的關係。

 
儀器 : 數據記錄器接運動傳感器

 彈性線（未拉伸前長度約  20 cm）× 4 
 摩擦補償跑道

 0.5 kg 砝碼 /附加小車  × 3 
 電子天平（如小車質量已知則不需）

 
A部 — 淨力和加速度

步驟 : 

1.  準備下圖所示的實驗裝置，以記錄一台小車在跑道上的運動。如有需要，調整跑

道至摩擦補償。  

 
 
 
 
 
 
 
 
 
 
 
 
 

2 .  啟動數據記錄器以記錄數據。使用一條彈性線沿軌道拉動小車。彈性線的拉伸度

須一直保持不變。  

3 .  利用數據記錄器程式所產生的速度 -時間圖線，求小車的加速度。  

4 .  緊記重複實驗以確定所得數據，並求小車加速度的平均值。  

5 .  重複步驟  2-4，分別以兩條、三條和四條彈性線拉動小車。彈性線須一直保持跟

先前同樣的拉伸度。  

6 .  標繪小車加速度 a  對所用彈性線數目N的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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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小車的質量  m = __________ kg 

 

加速度a / m s−2

彈性線數目  N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  

1    

2    

3    

4    

 
a  對 N 的圖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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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1.  輔以自由體圖，解釋上述步驟中第 1 步所述摩擦補償的意思。簡述驗證該跑道已

作摩擦補償的實驗步驟。  

 
 
 
 
 

 

 

 

 

 

 

 
2. 指出此實驗中的控制變量、因變量和自變量。 

 

 

 

 
3 .  線的數目 N代表什麼物理量？根據上面所繪圖線，物體的質量、加速度和所受淨

力有什麼關係 ? 

 

 

 

 

 
4 .  當你拉車時，彈性線須一直保持跟先前同樣的拉伸度。簡單解釋在實驗中這樣做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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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 — 質量和加速度

步驟 : 
1. 準備如 A部的實驗裝置，以記錄一台小車在跑道上的運動。如有需要，調整跑道

至摩擦補償。  

2. 啟動數據記錄器以記錄數據。使用兩條彈性線沿軌道拉動小車。彈性線的拉伸度

須一直保持不變。  

3 .  利用數據記錄器程式所產生的速度時間圖線，求小車的加速度。  

4 .  緊記重複實驗以確定所得數據，並求小車加速度的平均值。  

5 .  重複步驟  2-4，逐步增加放置在小車上的砝碼。彈性線須一直保持跟先前同樣的

拉伸度。  

6 .  標繪小車加速度 a  對
m
1

的圖線，其中m 為小車的總質量。  

 
結果 : 

所用彈性線的數目N = __________ 

 

加速度 a / m s−2

小車的總質量m / kg (
m
1

) / kg−1

第一次  第二次  平均  

     

     

     

     

 

學生工作紙 −E2(P) 4 / 6 



物理及組合科學 (物理 )  
校本評核作業樣本  

 

 a 對 
m
1

 的圖線: 

 
 
 
 
 
 
 
 
 
 
 
 
 
 
 
 
 
討論 : 

1.  指出此實驗中的控制變量、因變量和自變量。  

 

 

 

 
2 .  根據上面所繪圖線，物體的質量、加速度和所受淨力有什麼關係？據此，再加上

A部的結果，試寫出三者之間的普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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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討論本實驗中兩個主要的誤差來源。  

 

 

 

 

 

 

 
4 .  現在，如果將跑道傾斜至一個大於摩擦賠償的角度，A部和B部的圖線會如何受影

響？假設摩擦一直保持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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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實驗校本評核 

評審實驗表現記分紙(實驗技巧) 

評 卷 參 考 −E2(P) 1 /  3  

組別 1 實驗 E2 組別 2 實驗 E2 組別 3 實驗 E2 組別 4 實驗 E2 組別 5 實驗 E2組 別 編 號  / 實 驗 編 號

學 生 編 號  

評 審 準 則  / 教 師 評 語  
                         

(1) 安 全 地 進 行 實 驗 的 步 驟  
實 驗 儀 器 裝 置 正 確 。  

小 心 拉 動 小 車 。  

(15%) 
     

(2) 有 效 率 及 有 組 織 地 完 成 實 驗  
摩 擦 補 償 跑 道 裝 置 正 確 。  

有 測 試 摩 擦 補 償 。  

有 效 率 地 完 成 實 驗 。  

(25%) 

     

(3) 純 熟 地 操 作 儀 器  

數 據 收 集 儀 界 面 接 駁 正 確 。  

數 據 收 集 儀 軟 件 設 置 正 確 。  

(20%) 
     

(4) 適 當 地 運 用 儀 器 獲 取 準 確 的 量 度 和 讀 數  
每 次 以 同 樣 伸 長 量 拉 伸 彈 性 線 。  

能 以 軟 件 得 到 圖 線 。  

能 從 軟 件 準 確 地 得 到  v-t 圖 線 的 斜 率 。  
(30%) 

     

(5) 對 科 學 探 究 抱 正 面 態 度  
同 學 間 合 作 良 好 。  

(10%)      
評語  : (例如學生表現的優劣 ) 
 

E2 牛 頓 第 二 運 動 定 律  
 

     

組 別 得 分       
學 生 得 分                           

註 : 在同一組別中的每位學生所得分數或有不同，這取決於老師對該生表現的印象評分和在實驗期間的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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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牛頓第二運動定律 

評分參考 (實驗報告) 

 
A部—淨力和加速度

 

結 果 :  
正確測量 /記錄小車的質量  m。  (1)  
填寫在表中加速度的值有適當的有效數字  (1)  
以 a 對 N  所標繪圖線   

 正確標註軸並附單位   
 描點正確   
 最恰當圖線  (3)  

 總計 :  5  

 
討 論 :  
1. 重量沿跑道的分量等於作用於小車的摩擦   
 自由體圖繪製正確   
 實驗裝置的描述   
 以數據記錄器核實恆速  (4)  

 
2.  控制變量 :  小車的質量   
 因變量 :  小車的加速度   
 自變量 :  線的數目  (3)  

 
3.  N代表作用在小車的淨力   
 當  m  保持不變， a  正比於 F  (2)  

 
4.  確保實驗期間作用在小車的力不變  (1)  

 總計 :  10  

 
總 體 :  

表達與傳意  (2)  

 總計 :  2  

 
總分 :  17 

 



B部—質量和加速度

 

結 果 :  
正確記錄線的數目N  (1)  
填寫在表中加速度的值有適當的有效數字  (1)  

以 a 對
m
1

 所標繪圖線   

 正確標註軸並附單位   
 描點正確   
 最恰當圖線  (3)  

 總計 :  5  

 
討 論 :  

1. 控制變量 :  線的數目   
 因變量 :  小車的加速度   
 自變量 :  小車的質量  (3)  

 

2.  當  F  保持不變， a  正比於
m
1

  

 因此， a  正比於
m
F

 或  F正比於ma  (2)  

 
3.  線沒有拉伸至同一程度  (1)  
 在某些地方摩擦未有完全補償  或  摩擦並非全程恆定  (1)  

 
4.  作用在小車的淨力增加了   
 加速度較高    
 圖線上移  (3)  

 總計 :  10  

 
總 體 :  
表達與傳意  (2)  

 總計 :  2  

 
總分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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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理 及 組 合 科 學 (物 理 )  
校 本 評 核 作 業 樣 本  

 
實 驗 技 巧  (   %)   姓 名 :         

報 告   (   %)  E3 向 心 力  班 別 :    編 號 :     

總 分    日 期 :        

 
目 標 : 使 一 質 量 沿 水 平 圓 周 旋 轉 以 量 度 向 心 力 並 跟 理 論 值 作 比 較 。  
儀 器 : 膠 塞  

 15 cm 長 玻 璃 管  
 有 槽 砝 碼 連 砝 碼 座  12 × 0.02 kg 
 1.5 m 長 尼 龍 線  
 紙 標 記  
 膠 紙  
 米 尺  

 秒 表  
步驟： 

1. 把 1.5 m 長 尼 龍 線 的 一 端 縛 緊 膠 塞 ，將 另 一 端 穿 過 玻 璃 管 和 紙 標 記 並 縛 於 一 串

有 槽 砝 碼 ， 如 圖 所 示 。  

  1.5 m 長 尼 龍 線

玻 璃 管

紙 標 記

有 槽 砝 碼  
M  膠 塞  

紙 標 記

玻 璃 管

膠 塞  

 
 M 

 m 
L

 
 
 
 
 
 
 
 
 
 
 
 
 
2 .  首 先 將 紙 標 記 的 位 置 調 至 貼 近 玻 璃 管 口 ， 而 玻 璃 管 另 一 端 與 膠 塞 之 間 的 尼 龍 線

長 度 L 為 0 .8  m。如 有 需 要 可 用 膠 紙 固 定 紙 標 記。開 始 時 取  M = 0.12 kg (即 120 g) 進

行 實 驗 。 
 

3 .  豎 直 地 拿 著 玻 璃 管 並 使 膠 塞 在 頭 頂 沿 水 平 圓 周 旋 轉 。 ( 注 意 尼 龍 線 無 需 水 平 。 )  
使 膠 塞 的 速 率 逐 漸 增 加 並 向 外 移  ( 即 讓 L 增 加 )  直 至 紙 標 記 剛 好 在 玻 璃 管 下 端

但 並 不 接 觸 管 口 。  
 

4 .  保 持 角 速 率 穩 定 使 紙 標 記 一 直 剛 好 在 玻 璃 管 下 端 。 另 一 組 員 則 用 秒 表 量 度 膠 塞

旋 轉 20 週 的 時 間 。 緊 記 在  0 週 時 啟 動 秒 表 而 在 20 週 時 按 停 秒 表 。 重 複 實 驗 以

確 定 數 據 並 求 20 週 旋 轉 的 平 均 需 時 。 計 算 張 力  T  以 及 角 速 度 ω。  
 
5 .  取 不 同 質 量 M 重 複 步 驟 。 緊 記 就 每 一  M 值 確 定 所 得 數 據 。  
 
6 .  量 度 膠 塞 的 質 量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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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理 及 組 合 科 學 (物 理 )  
校 本 評 核 作 業 樣 本  

 
7 .  標 繪 一 適 當 圖 線 藉 以 求 得  ω 和 T 的 關 係 。 
 

結 果 ：  

膠 塞 的 質 量  m = __________ kg 

尼 龍 線 的 長 度  L = __________ m 

20 週 旋 轉 所 需 時 間   20t / s 

M / kg T = Mg / N 

第 一 次  第 二 次  平 均  

角 速 率  

ω=
t

2π  / rad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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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理 及 組 合 科 學 (物 理 )  
校 本 評 核 作 業 樣 本  

 
討 論 ：  

1. 膠 塞 旋 轉 時 尼 龍 線 並 不 是 水 平 的 。  

 
 證 明   

(i) 線 的 張 力 T 等 於  mω 2L; 
(ii) 角 θ  與 角 速 度 ω 無 關 。 

 

 

 

 

 

 

 

 
2. 根 據 所 繪 圖 線 ， ω 和 T 有 何 關 係 ? 計 算 圖 線 的 斜 率 。 該 斜 率 有 什 麼 物 理 意 義 ?  

試 比 較 斜 率 的 實 驗 值 和 理 論 值 。  

 

 

 

 

 

 

 
3. 在 上 面 步 驟 中 的 第 3  步 ， 紙 標 記 的 位 置 剛 好 在 玻 璃 管 下 端 ， 但 並 不 接 觸 管 口 。

簡 單 解 釋 在 實 驗 中 這 樣 做 的 重 要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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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理 及 組 合 科 學 (物 理 )  
校 本 評 核 作 業 樣 本  

 
4. 討 論 實 驗 中 兩 個 主 要 的 誤 差 來 源 。  

 

 

 

 

 

 

 
進 一 步 探 究 ：  

1. 設 計 一 實 驗 以 求 得 ω 和 L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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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 

物理實驗校本評核 

評審實驗表現記分紙(實驗技巧) 

評 卷 參 考 −E3(P) 1 /  2  

組別 1 實驗 E3 組別 2 實驗 E3 組別 3 實驗 E3 組別 4 實驗 E3 組別 5 實驗 E3組 別 編 號  / 實 驗 編 號

學 生 編 號  

評 審 準 則  / 教 師 評 語  
                         

(1) 安 全 地 進 行 實 驗 的 步 驟  
橡 膠 塞 遠 離 物 件 或 人 。  

(10%) 
 

     

(2) 有 效 率 及 有 組 織 地 完 成 實 驗  
正 確 組 合 螺 釘 帽 、 玻 璃 管 、 尼 龍 線 和 橡 膠 塞 。  

以 適 當 的 線 長 重 複 實 驗 。  
(20%) 

     

(3) 純 熟 地 操 作 儀 器  
能 用 秒 表 讀 取  20  週 運 動 的 時 間 。  
能 用 天 平 /電 子 磅 求 得 橡 膠 塞 質 量 。  

(20%) 
     

(4) 適 當 地 運 用 儀 器 獲 取 準 確 的 量 度 和 讀 數  
正 確 設 置 長 度  L/紙 標 記 的 位 置 。  

能 使 橡 膠 塞 沿 水 平 圓 形 勻 速 運 動 。  

能 握 著 玻 璃 管 大 致 豎 直 固 定 。  

當 達 致 穩 定 旋 轉 時 間 始 數 算 。  

(40%) 

     

(5) 對 科 學 探 究 抱 正 面 態 度  
 同 學 間 合 作 良 好 。  

 實 驗 期 間 /後 進 行 某 些 探 究 。  

(10%) 
     

評語  : (例 如 學 生 表 現 的 優 劣 ) 
 

E3 向 心 力  
 

     

組 別 得 分       
學 生 得 分                           

註 : 在同一組別中的每位學生所得分數或有不同，這取決於老師對該生表現的印象評分和在實驗期間的答問。  



E3 向心力 

評分參考 (實驗報告) 

 
結果 :  

量度所得膠塞質量 m  跟教師所得值相差少於  5% (1) 
記錄所用線長  L，數值恰當  (1)  

填寫在表中的值 (包括 M、 T、 t 和 ω)有適當的有效數字  (1)  

以 ω2 對 T  所標繪圖線   
 正確標註軸並附單位   
 描點正確   
 最恰當圖線  (4)  

 總計 :  7  

 
討論 :  

1. (i) T sin θ = mω2L sin θ  

 (ii) T cos θ = mg (2)  
 
2.  ω 2  正比於  T   
 正確計算斜率   

 斜率  = 
mL
1

  

 將斜率的實驗值跟理論值相比較  (4)  

 
3.  如果紙標記接觸玻璃管， T  未必等於有槽砝碼的重量   (1)  

 
4.  下列其中兩項 :  (2) 

 線和玻璃管之間的摩擦  
 旋轉所處平面未必水平  
 玻璃管未必處一固定位置  

 總計 :  9  

 
總體 :  
表達與傳意  (2)  

 總計 :  2  

 
總分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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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理 及 組 合 科 學 (物 理 )  
校 本 評 核 作 業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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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技 巧  (   %)   姓 名 :         

報 告   (   %)  E4 凸 透 鏡 的 焦 距  班 別 :    編 號 :     

總 分    日 期 :        

 
目 標 : 測 量 球 面 凸 透 鏡 的 焦 距 。  
 
儀 器 : 球 面 凸 透 鏡 連 鏡 座  
 燈 箱  
 白 屏 (不 透 明 /半 透 明 )  
  米 尺  

 
A 部—遙 遠 物 體 的 成 象  

步 驟 : 

1.  將 凸 透 鏡 放 置 在 窗 旁。調 校 不 透 明 /半 透 明 屏 的 位 置，直 至 得 到 一 個 遙 遠 物 體 的 清

晰 成 象 ， 如 下 圖 所 示 。  

來 自 遙 遠 建 築 物  
的 平 行 光 線  

屏幕 

建 築 物 的  
倒 置 象  凸透鏡 

f

 
 
 
 
 
 
 
 
 
 
2.  量 度 透 鏡 和 屏 幕 之 間 的 距 離 。 這 是 透 鏡 的 焦 距 。  
 
結 果 ：  
 
在 A部 所 得 焦 距 ， f1為  __________cm  
 
討 論 ：  
1 .  指 出 成 象 的 性 質 。  

 

 

 
2 .  如 將 屏 幕 移 走 ， 你 能 看 到 遙 遠 物 體 的 成 象 嗎 ？  
 

 

 

 



物 理 及 組 合 科 學 (物 理 )  
校 本 評 核 作 業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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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平 面 鏡 方 法  
步 驟 : 
1.  把 不 透 明 屏 跟 燈 箱 （ 有 一 字 母 F） 並 排 放 置 。 將 一 個 平 面 鏡 置 於 連 鏡 座 的 凸 透 鏡

後 ， 把 它 們 放 於 燈 箱 和 屏 幕 之 前 ， 如 下 圖 所 示 。  

 
 
 
 
 
 
 
 
 
 
 

 

燈 箱  

不 透 明 屏  

凸 透 鏡  

平 面 鏡  

米尺 

 
2 .  調 校 透 鏡 和 平 面 鏡 組 合 的 位 置 ， 直 至 不 透 明 屏 上 得 到 一 個 清 晰 成 象 。  

3 .  量 度 物 距 /象 距 ， 即 透 鏡 和 屏 幕 的 距 離 。  

 
結 果 ：  

在 B部 所 得 焦 距 ， f2為  __________cm  

 
討 論 ：  

1 .  指 出 成 象 的 性 質 。  

 

 

 
2 .  如 改 變 平 面 鏡 與 透 鏡 的 距 離 ， 所 得 結 果 會 否 不 同 ？  
 

 

 

 
 



物 理 及 組 合 科 學 (物 理 )  
校 本 評 核 作 業 樣 本  

 

學 生 工 作 紙 −E4(P) 3 / 5 

C 部—利 用 透 鏡 公 式  
步 驟 : 
1.  設 置 如 下 實 驗 裝 置 。 將 發 光 物 體 與 透 鏡 之 間 的 距 離  (即 物 距 u)  設 於 一 個 接 近 2 f1

（ 或 2 f2） 的 值 。  

物 距  u 象 距  v 

燈 箱  凸 透 鏡  
連 鏡 座  

半 透 明 屏  

 
 
 
 
 
 
 
 
 
 
 
 
2 .  調 校 半 透 明 屏 的 位 置 ， 直 至 屏 上 得 到 一 個 清 晰 成 象 。 量 度 象 距 v， 即 透 鏡 和 屏 幕

之 間 的 距 離 。  

3 .  改 變 物 距 u至 大 於 2 f1的 數 值 ， 並 重 複 實 驗 以 得 到 三 對 u和 v的 值 。  

4 .  改 變 物 距 u至 小 於 2 f1的 數 值 ， 並 重 複 實 驗 以 得 到 三 對 u和 v的 值 。  

5 .  標 繪  
v
1

 對
u
1

的 圖 線 。 圖 線 的 y-截 距 即 為 焦 距 。  

 

結 果 ：  
 

 u / cm v / cm 
u
1

 / cm–1

v
1

 / cm–1

    

    u < 2f1

    

u ≈ 2f1     

    

    u > 2f1

    

 



物 理 及 組 合 科 學 (物 理 )  
校 本 評 核 作 業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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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部 所 得 焦 距 ， f3為  __________cm 

 
討 論 ：  
1 .  指 出 在 步 驟 2、 3  和 4 中 各 個 成 象 的 性 質 。  

 

 

 

 

 

 

 
2 .  凹 透 鏡 的 焦 距 不 能 用 這 方 法 找 出 。 為 什 麼 ？  

 

 

 

 



物 理 及 組 合 科 學 (物 理 )  
校 本 評 核 作 業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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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利 用 透 鏡 公 式  
vuf
111

+= ，證 明 透 鏡 的 焦 距 等 於
v
1

 對
u
1

圖 線 的 y-截 距 。 

 

 

 

 

 

 

 
4 .  如 果 用 卡 紙 將 半 塊 透 鏡 覆 蓋 ， 描 述 成 象 有 何 改 變 。  

 

 

 

 

 
進 一 步 探 究 ：  

1. 以 不 同 厚 度 的 透 鏡 重 複 實 驗 ， 找 出 透 鏡 厚 度 如 何 影 響 其 焦 距 。 

2.  在 C 部 ， 物 體 和 成 象 之 間 的 最 小 距 離 為 多 少 ？   



香港中學文憑 

物理實驗校本評核 

評審實驗表現記分紙(實驗技巧) 

評 卷 參 考 −E4(P) 1 /  3  

組別 1 實驗 E4 組別 2 實驗 E4 組別 3 實驗 E4 組別 4 實驗 E4 組別 5 實驗 E4組 別 編 號  / 實 驗 編 號

學 生 編 號  

評 審 準 則  / 教 師 評 語  
                         

(1) 安 全 地 進 行 實 驗 的 步 驟  
燈 箱 開 啟 後 不 再 搬 動 。  

小 心 處 理 凸 透 鏡 。  

(20%) 
 

     

(2) 有 效 率 及 有 組 織 地 完 成 實 驗  
在  A、B 和 C 部 中 米 尺 擺 放 正 確 。  
在 C 部 中 以 適 當 的 物 距 重 複 實 驗 。  
(25%) 

     

(3) 純 熟 地 操 作 儀 器  
能 正 確 量 度 物 距 和 象 距 。  

(20%)      

(4) 適 當 地 運 用 儀 器 獲 取 準 確 的 量 度 和 讀 數  
 能 在 屏 幕 上 得 到 清 晰 成 象 。  

 當 得 到 清 晰 成 象 才 進 行 測 量 。  

 (25%) 
     

(5) 對 科 學 探 究 抱 正 面 態 度  
同 學 間 合 作 良 好 。  

實 驗 期 間 /後 進 行 某 些 探 究 。  

(10%) 
     

評語  : (例 如 學 生 表 現 的 優 劣 ) 
 

E4 凸 透 鏡 的 焦 距  

     

組 別 得 分       
學 生 得 分                           

註 : 在同一組別中的每位學生所得分數或有不同，這取決於老師對該生表現的印象評分和在實驗期間的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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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凸透鏡的焦距 

評分參考 (實驗報告) 

 
A 部—遙遠物體的成象  
 

結 果 :  
量度所得 f1  跟教師所得值相差少於  10% (1) 
量度所得 f1  跟教師所得值相差少於  5% (1) 

 總計 :  2  

 
討 論 :  
1. 實象、倒置、縮小  (1)  

 
2.  可以  (1)  

 總計 :  2  

 
B 部—平面鏡方法  
 

結 果 :  
量度所得 f2  跟教師所得值相差少於  10% (1) 
量度所得 f2  跟教師所得值相差少於  5% (1) 

 總計 :  2  

 
討 論 :  
1. 實象、倒置、大小相同  (1)  

 
2.  不會  (1)  

 總計 :  2  

 



C 部—利用透鏡公式  
 

結 果 :  
填寫在表中 u 和 v 的值有適當的有效數字  (1)  

u
1

 和  
v
1

 的值計算正確  (1)  

以
v
1

 對
u
1

 所標繪圖線   

 正確標註軸並附單位   
 描點正確   
 最恰當圖線  (3)  

 
量度所得 f3  跟教師所得值相差少於  10% (1) 
量度所得 f3  跟教師所得值相差少於  5% (1) 

 總計 :  7  
討 論 :  
1. 步驟 2: 實象、倒置、大小相同   
 步驟 3: 實象、倒置、縮小   
 步驟 4: 實象、倒置、放大  (3)  

 
2.  凹透鏡的成象並不是實象，因而不能在屏幕上形成  (1)  

 

3.  
fuv
111

+−=  (1)  

 跟等式  y = mx + c  作比較  (1)  

 斜率應為 –1 而 y-截距為
f
1

 

 
4.  仍然能看到整個象   
 但較暗   (2)  

 總計 :  8  

 
總 體 :  
表達與傳意  (2)  

 總計 :  2  

 
總分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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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及組合科學 (物理 )  
校本評核作業樣本  

 
實 驗 技 巧  (   %)   姓 名 :       

報 告   (   %)  E5 電 池 組 的 內 阻  班 別 :    編 號 :   

總 分    日 期 :      

 
目 標 : 測定電池組的內阻  

 
儀 器 : 電 池 組  (3 × 1.5 V AA 乾 電 池 ) 

伏 特 計  (5 V) 
安 培 計  (1 A) 
變 阻 器  R 
定 值 電 阻 器  R' 
接 線  
開 關  
 

理 論 : 

事 實 上， 電 池 組 總 是 有 內 阻 的 。 簡 單 的 理 論 是 將 一 個 真 正 的 電 池 組 ， 當 作 一 個 電

動 勢 為  ε 的 理 想 電 池 組 跟 內 阻 為 r 的 電 阻 器 串 聯 。  

 

V 

I ε r  

 

 

 

當 電 流 I通 過 電 池 組 ， 跨 電 池 組 的 電 勢 差 V由 下 式 給 出  

  V = ε – Ir 

如 果 標 繪 V  對  I  的 圖 線 ， 則 可 找 到 該 電 池 組 的 內 阻 和 電 動 勢 。  

 

步 驟 : 

1. 接 駁 下 圖 所 示 電 路 。  
V 

A 
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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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及組合科學 (物理 )  
校本評核作業樣本  

 
2. 保 持 開 關 斷 開 ， 讀 取 伏 特 計 的 讀 數 。 這 是 電 池 組 最 初 的 電 動 勢 （e.m.f.）。

3. 將 變 阻 器 設 置 為 零 。 把 開 關 閉 合 ， 讀 取 安 培 計 和 伏 特 計 的 讀 數 。 讀 取 數 據 後

應 立 即 把 開 關 斷 開 。  

4 .  增 加 變 阻 器 的 電 阻 。 把 開 關 閉 合 ， 調 校 變 阻 器 直 到 電 流 值 較 步 驟 3 的 低 約     

0.1 A。 讀 取 安 培 計 和 伏 特 計 的 讀 數 。 緊 記 讀 取 數 據 後 應 立 即 把 開 關 斷 開 。  

5. 每 次 將 電 流 調 低 0.1 A並 重 複 步 驟 4。 標 繪 電 壓 V對 電 流 I .的 圖 線 。  

 

結 果 ：  

電 池 組 最 初 的 電 動 勢  = ___________________ V 

 

安 培 計 讀 數  I/A       

伏 特 計 讀 數 V/V       

 

標 繪 V對 I的 圖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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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及組合科學 (物理 )  
校本評核作業樣本  

 
從 以 上 所 繪 圖 線 你 會 如 何 求 得 電 池 組 的 電 動 勢 和 內 阻 ? 推 導 你 所 用 的 公 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結 論 ：  

電 池 組 的 內 阻 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 Ω 

電 動 勢 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 V 

 

討 論 ：  

1. 為 什 麼 每 次 讀 取 數 據 後 須 立 即 把 開 關 斷 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 這 個 實 驗 中 ， 你 認 為 接 線 的 電 阻 是 否 會 做 成 重 大 的 誤 差 ？ 試 簡 要 解 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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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及組合科學 (物理 )  
校本評核作業樣本  

 
3. 電 池 組 是 由 三 個 相 同 的 乾 電 池 串 聯 而 成。 每 一 乾 電 池 的 電 動 勢 和 內 阻 是 多 少 ? 

試 簡 要 解 釋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進 一 步 探 究 ：  
 

將 變 阻 器 的 電 阻 設 為 零 。 把 開 關 閉 合 約  10 分 鐘 。 重 複 步 驟  3 至 5 並 標 繪 另 一 個   

V  對  I  的 圖 線 。 電 池 組 放 電  5 分 鐘 後 ， 其 內 阻 和 電 動 勢 有 什 麼 變 化 ?  試 述 乾 電

池 放 電 時 裏 面 有 什 麼 發 生 ?  

(內 阻 增 加，電 動 勢 降 低。這 是 因 為 乾 電 池 內 有 化 學 反 應，有 效 成 分 的 濃 度 下 降 ，

而 氣 泡 在 電 極 上 形 成 。 )

 

教 師 備 註 ：

 
1. 電 池 組 的 典 型 內 阻  (3  1.5 V AA 乾 電 池 ) 是 1 Ω。如 使 用 1 A 安培 計，由 內 阻 引

起 的 電 壓 降 一 般 約 為  0.1 V 至 1 V，因 此 ， 這 個 實 驗 的 百 分 誤 差 是 相 當 大 的 。 

 
2. 固 定 電 阻 器  R' 是 用 於 保 護 電 路 和 控 制 最 大 電 流 。3.3 Ω 5 W 陶 瓷 電 阻 器 應 適 用

於 大 多 數 情 況 。 一 個  10 Ω 變 阻 器  (一 般 學 校 所 用 的 類 型 ) 適 用 於 R。 

 
3. 鹼 性 電 池 或 可 充 電 電 池 不 能 用 於 這 實 驗 。 因 其 內 阻 較 低 ， 因 此 較 難 測 量 。  

 
4. 當 乾 電 池 放 電 時 ， 其 電 動 勢 和 內 阻 會 發 生 明 顯 變 化 。 為 了 獲 得 較 標 準 的 結

果 ， 應 使 用 新 的 乾 電 池 並 須 作 簡 短 的 放 電 ， 使 最 初 的 電 動 勢 更 穩 定 。  

 
5. 為 了 獲 得 良 好 的 效 果 ， 電 池 組 的 放 電 時 段 須 盡 可 能 縮 短 。 如 果 這 項 技 術 對 學

生 來 說 太 困 難 ， 可 額 外 添 加 一 個 電 阻 器 作 為 人 造 內 阻 。 然 而 ， 應 該 提 醒 學 生

他 們 測 量 所 得 的 內 阻 並 非 乾 電 池 的 真 確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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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 

物理實驗校本評核 

評審實驗表現記分紙(實驗技巧) 

評 卷 參 考 −E5(P) 1 /  2  

組別 1 實驗 E5 組別 2 實驗 E5 組別 3 實驗 E5 組別 4 實驗 E5 組別 5 實驗 E5組 別 編 號  / 實 驗 編 號

學 生 編 號  

評 審 準 則  / 教 師 評 語  
                         

(1) 安 全 地 進 行 實 驗 的 步 驟  
有 複 核 安 培 計 和 伏 特 計 的 兩 極 接 駁 。  

安 培 計 沒 有 超 負 荷 。  

不 用 讀 數 時 把 電 路 斷 開 。  
(10%) 

     

(2) 有 效 率 及 有 組 織 地 完 成 實 驗  
電 路 裝 置 整 齊 並 易 於 檢 查 。  

步 驟 有 序 。  

實 驗 期 間 標 繪 圖 線 以 檢 測 有 否 異 常 結 果 。  

(20%) 

     

(3) 純 熟 地 操 作 儀 器  
電 路 接 駁 正 確 。  

伏 特 計 直 接 跨 接 電 池 組 以 減 低 誤 差 。  

依 循 指 引 適 當 調 校 變 阻 器 。  

(30%) 

     

(4) 適 當 地 運 用 儀 器 獲 取 準 確 的 量 度 和 讀 數  
能 用 安 培 計 和 伏 持 計 獲 得 準 確 讀 數 。  

有 關 注 盡 量 減 少 電 流 流 通 的 時 間 。  
(30%) 

     

(5) 對 科 學 探 究 抱 正 面 態 度  
同 學 間 合 作 良 好 。  

實 驗 後 再 三 核 對 和 評 估 結 果 。  

實 驗 期 間  / 後 作 某 些 探 究 。  
(10%) 

     

評語  : (例如學生表現的優劣) 
 

E5 電 池 組 的 內 阻  
 

     

組 別 得 分       
學 生 得 分                           

註 : 在同一組別中的每位學生所得分數或有不同，這取決於老師對該生表現的印象評分和在實驗期間的答問。  



E5 電池組的內阻 

評分參考 (實驗報告) 

 
結果 :  
電池組最初的電動勢  (1)  
5 至  8  組 V 和 I  的合理讀數，有效數字恰當。 I  每次增減約 0.1 A。  (2)  
以 V 對 I  所標繪圖線   

 正確標註軸並附單位   
 描點正確   
 最恰當圖線  (4)  

推導如何以圖線求得電池組的電動勢和內阻  (3)  

 
結論 :  
電動勢和內阻的值  (2)  

 總計 :  12  

 
討論 :  

1. 隨著電池組放電，其電動勢和內阻會產生變化。為得到一致的結果，

不可容許電池組不斷放電。  （可考慮其他的答案，如安全原因或節

約能源。）  (2)  

 
2.  不對。由於電壓是直接從跨電池組的兩端讀取，接線的電阻不影響伏

特計讀數。由於安培計跟接線串聯，接線的電阻亦不影響安培計讀數。 
（可考慮其他的答案，如接線的電阻遠小於 r）  (2)  

 
3.  設每一電池的電動勢和內阻分別為 ε '  和  r ' .  
 由於電池是串聯的

 ε  = 3ε '  
 r  = 3r'   

 ∴  ε '  = …, r = … (2)  
 
 總計 :  6  

 
總體 :  

表達與傳意  (2)  

 總計 :  2  
總分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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