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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是初中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操作技能,但是对弹簧测力计进行准确校零却长期被一

线教师忽略,从剖析弹簧测力计的结构入手,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校零前概念的建立,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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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簧测力计是以胡克定律为基础、利用弹簧弹

性形变和外力的关系设计制作出来的一种常用测力

计,它不仅可以用来测量重力,还可以测量拉力、摩

擦力 …… 在苏科版《物理》教材八年级下册第八章

第一节介绍了弹簧测力计的原理、结构以及使用方

法,其中教材信息快递中关于弹簧测力计校零问题

是这样提出的:测量前,应检查指针是否指在“0”刻

度线上,若不在,应校正“0”点.如何校正,教材中并

没有明确给出方法,学生也仅仅是根据自己的前概

念来理解校零.然而校零的正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关

系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校零问题必须引起师

生重视.那么,在不同条件下测不同的力该如何校零

呢?

(1)测水平方向拉力时,直接采用水平校零法

水平放置弹簧测力计,固定拉环,沿轴线方向多

次拉动秤钩再撤销拉力,让弹簧处于自然伸展状态,

再调刻度盘,使指针指向零刻度线处即可.此时,弹

簧测力计自身所受重力对示数没有影响.教材中需

要弹簧测力计水平校零的实验有:探究影响滑动摩

擦力大小的因素,用弹簧测力计匀速拉动木块使其

做匀速直线运动,然后通过测拉力间接得出滑动摩

擦力大小,估测大气压数值等.
(2)测竖直向上的拉力时,可以采用直接校零

法

使弹簧测力计竖直放置,此时弹簧自身的重力

与待测拉力的方向相反,只要通过上下微调刻度盘

使指针重新指在零刻度线处,以此规避弹簧自身重

力带来的影响.测物体所受重力、探究动滑轮工作时

动滑轮的拉力等实验中是采用直接校零法的.
(3)在测竖直向下的拉力时,因为弹簧自身重

力与待测拉力同方向,则需要采用“互拉法”校零

图1 互拉法校零

取两个弹簧测力计,先对

甲弹簧测力计直接校零,再将

两弹簧测力计秤钩互挂,如图1

所示,读出甲弹簧测力计示数,

调节乙弹簧测力计的刻度盘使

其示数与甲的示数相等,用倒

挂调节好的乙弹簧测力计即可

测量竖直向下的拉力.教材中

探究杠杆平衡条件、探究定滑

轮工作时的特点这两个部分都

涉及到弹簧测力计倒挂校零问题.
前两种校零方式学生易于理解且操作简便,是

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操作技能.而第三种“互拉式”

校零相对来说原理复杂,学生不易真正理解其中的

原理.笔者发现教师在引导学生探究杠杆平衡条件

实验时,一般都会用钩码代替弹簧测力计(图2).这

样的确可以避免用弹簧测力计测竖直向下的拉力时

的校零问题,但接下来学习“探究定滑轮工作时的特

点”时,学生可能面对校零问题不知所措,可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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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式”校零法必须透彻理解并且熟练掌握.

图2 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示意图

那么“互拉式”校零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

笔者将通过一个具体的实验来说明:将弹簧测力计

倒挂于杠杆上,并使其处于静止状态,此时杠杆对弹

簧测力计秤钩的作用力与弹簧测力计自身所受的重

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如果此时手对拉环再施加一

个拉力,且整个装置保持静止,那么杠杆对弹簧测力

计秤钩拉力的大小应该等于手对拉环的拉力与弹簧

测力计的自重之和.通过“互拉法”校零,其实质就

是用甲弹簧测力计直接测出乙弹簧测力计的自重,

这样将乙弹簧测力计的零刻度线调至该自重数值,

相当于减去了弹簧测力计的自重,使得手对拉环的

拉力直接等于杠杆对弹簧测力计秤钩的拉力,而这

个力的大小恰恰可以由此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读

出.但是采用这样的校零方式需要两个弹簧测力计,

这对学生的思维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主要是

因为学生的前概念中都是只使用一个弹簧测力计就

可以完成校零和测量工作,那么能否实现一个弹簧

测力计倒挂校零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弹簧测力计的结构:弹

簧、秤钩、指针和刻度盘(外壳),当倒挂在杠杆上时,

弹簧测力计的自重包括弹簧、秤钩、指针和外壳的重

量,要想使手对拉环的拉力等于杠杆对秤钩的拉力,

校零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弹簧测力计所有自重测量出

来,所以校零问题就是,“如何用一个弹簧测力计测

自重? ”笔者认为可以将弹簧测力计拆开来分析,

弹簧水平放置时处于自然伸展状态,如图3所示,当

它竖起来放置,手提拉环时,如图4所示,秤钩和弹

簧的自重使得弹簧伸长产生弹力,弹力F1 大小就等

于弹簧重和秤钩重;当它竖起来倒置,手提秤钩,如

图5所示,弹簧外壳和弹簧自重使得弹簧伸长,弹力

F2 的大小就等于弹簧重和弹簧测力计外壳重,然后

将两次弹力示数相加,F示数 =F1+F2=G弹簧 +G秤钩 +

G弹簧 +G外壳,在这过程中发现弹簧自重测量了两次,

如果按这个示数校零,会导致测量结果偏小.

图3 水平放置的弹簧处于自然伸展状态

图4 手提拉环将弹簧竖直放置

图5 将弹簧竖起倒置

在完成测量外壳自重的实验中,如何避免弹簧

自重导致的二次伸长呢? 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

定不能将弹簧水平放置并自然伸展,而应该竖直放

置并使其自然伸长.我们可以直接将弹簧竖直倒立

放置(秤钩在上,拉环在下),用手拿住弹簧测力计的

外壳,让秤钩和弹簧自然竖直放置.此时,弹簧上端

与秤钩相连,下端与拉环相连,测力计外壳的重力与

手提供的支持力相互平衡,所以此时测力计中的弹

簧在自身重力作用下自然伸长,此时测力计示数为

弹簧的重力.直接移动刻度盘,使指针指在零刻度线

上,完成对弹簧自重的校零.再手提秤钩,外壳的自

重引起弹簧伸长,此时的示数即为外壳的重力

G外壳 .将前后两次的测量示数相加,F=F1+G外壳 =
(下转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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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物理科技创新大赛,获得了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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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soon,thevarioustechnicalphenomenaandthetechnicalapplicationoftheelectromagneticinduction

principleareshowninthepaper,whichhasgoodteachin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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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弹簧 +G秤钩 +G外壳,就测量出了整个弹簧测力计的

自重.最后只需在操作中将弹簧测力计倒挂好,调节

弹簧测力计的刻度盘使其示数等于上面测出来的3
个重力之和F示数,这样即可直接测量竖直向下的拉

力.利用单个弹簧测力计倒挂校零,这个难题也就迎

刃而解了.
从笔者探索解决单个弹簧测力计倒挂调零问题

的过程可见,正如陈国栋教授所说:教师所从事的教

学是改造社会的输出过程,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

有一桶水,并且是新鲜的,要及时更换桶中的水,这
就要求教师不断充实自己知识储备,不能固守成规.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课本会介绍一些仪器的工作

原理,但在使用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细节的问题,要

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认真研读仪器的使用说明,并
结合使用原理进行分析,否则就可能产生一些错误

认识并会伴随着整个教学活动.南京市鼓楼区在考

核教师实验基本操作时就提出了单个弹簧测力计倒

挂校零的问题.如果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多思

考、多总结仪器在不同情况下的使用技巧,多揣摩在

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那么就可以最大限度

地拓展仪器的使用空间,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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