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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详解

>>>错在哪里

实验设计是一种创新活动，不仅要有牢固的
基础知识作支撑，而且思考时要打开思路，并辅
以合理的步骤，方能设计出较好的实验方案，从
而逐步养成科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种创新性思
维。因此，设计实验方案作为科学探究中的重要
环节，现已进入新课程的学习活动和中考试题的
考查。实验设计虽然是在没有模式可照搬的情况
下进行的，但也可以从我们做过的实验中得到模
仿，甚至从做过的习题中得到启发，通过积极的
知识迁移、联想和发散等来开展我们的实验设
计。

【问题】 在没有量筒的条件下，请设计测定

物体密度的方法。

密度测定，在我们的教材中只要利用量筒和
天平就能很快地测出，但本问题的条件是无量
筒，从而使得我们无从下手。但我们可从过去的习
题中去寻找启示，通过体验感悟，从知识的迁移
中得到联想，从而间接测出物体的密度。

【习题一】 一只烧杯的质量为10克，装满水后

总质量为20克；装满某种油后总质量为18克。求：油

的密度。

【解】 先求出烧杯的容积V，

　　　　　　　　　 =10×10-6米3。
油的体积等于杯的容积，所以

 　　　　　　　　　=0.8×103千克/米3。
答：油的密度是0.8×103千克/米3。
【实验设计问题一】

要测某种液体的密度，只有器材：天平（附

砝码）、烧杯、水可任取。请你设计测定液体密度

的方法。要求：⑴写出实验步骤；⑵用字母表示各

量，并写出最后的计算式。

上面习题一是我们解决实验设计的启发原
型，认真分析一下它的特点及解题方法，就能很快
地找出本题的实验方法和步骤：

①调节天平；
②称出空烧杯的质量mo；
③称出盛满水后的总质量m1；
④将水倒掉，擦干净，再装满被测液体，称出

质量m2；
⑤若被测液体的密度为ρx，则计算式是：

　　　　　　。
【习题二】 某实心物体，用弹簧秤在空气中称

量时，读数是2.94牛顿；把它浸没在水中称量时，读

数是1.47牛顿，求：

①物体受到的浮力；

②物体的体积；

③构成这个物体的物质密度。

【解】 ①物体在水中时，它在三个力作用下
平衡：向下的重力G，向上的浮力F浮，向上的拉力
（即弹簧秤读数）F，所以：

F浮＝G－F＝2.94牛顿－1.47牛顿＝1.47牛顿。
②因为F浮＝ρ水V排g，得V排=V物，所以：

                        　　　　　　　　　 。

③ 　　　　　千克＝0.3千克，所以：

 　　　　　　　　　   =2×103千克/米3。
答：物体受到的浮力是1.47牛顿；物体的体积

是0.15×10-3米3；物质的密度是2×103千克/米3。
【实验设计问题二】

①目的：测一个不规则固体的密度。

②器材：弹簧秤、烧杯、细线、水、待测物块。

③写出实验步骤（所测的量用符号表示，最后

写出表达式）。

如果我们只是针对题目所提供的器材进行思
考，会有这样的结果：⑴物体的质量可求——测
重力G，用G=mg求m；⑵物体不规则，体积不可
求——没有量筒，排水法无法使用；⑶ 　　的原
理不可用——只能求质量，体积不知道，故解题
思路陷入困境……

于是，解决问题须扩展思路——作相关联
想，看看在以往所解过的习题中有没有类似的问
题，也就是在大脑中搜寻可启发的原型，显然，上
面那道题的模型是相当合适的，我们可以借助于
浮力的知识和力的平衡的知识使问题解决，实验
步骤是：

①用细线系住物体，挂在弹簧称上称出它的
重力G，由G=mg计算出它的质量m；

②将挂在弹簧秤上的物体浸没到盛水的烧
杯中，读出弹簧秤此时的读数F；

③根据物体的受力情况，由平衡条件可求出
它的浮力F浮＝G－F，再由F浮＝ρ水V排g计算出物体
的体积V（V =V排）；

④最后计算密度  　　。
只要你做个有心人，随时留心，细心揣摩，通

过体验感悟，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习题都可
以转化为实验设计题，这将为你的实验设计创造
良好的原型，必然地，也在学习过程中提高了你应
对中考实验设计题的能力。

习题解答感悟中创新实验设计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物理教师 陶晓明

整式的加减是整式运算的基础内容，对这部
分知识点的把握直接影响着整式的乘除运算和
综合运算，自然，也影响中考的得分。但同学们在
整式的加减运算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经常会出
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解法。

●合并同类项法则不清楚

【例1】 合并多项式5x2+3x2-2x的同类项

【错解】 原式=(5+3-2)x2+2+1=6x5

【错因】 上述解法有两个错误：⑴合并同类
项时，要求字母及其次数都不能改变，但此解法
却把字母的次数也相加了；⑵不是同类项不能合
并，但此解法错把-2x当成同类项也给合并了。

【正解】 原式＝(5+3)x2-2x=8x2-2x

●误解去括号法则

【例2】 化简：(6m2-4mn-3n2)-(2m2-4mn+n2) 

【错解】 原 式 = 6 m 2- 4 m n - 3 n 2-2 m 2-
4mn+n2=4m2-8mn-2n2

【错因】 对去括号法则理解不清，去括号
时，只改变第一项的符号，实际上，括号前面是负
号，去括号后，括号内的各项都要改变符号。

【正解】 原式=6m2-4mn-3n2-2m2+4mn-
n2=4m2-4n2

●交换位置时忽视项的符号

【例3】 化简：4m3n-5mn2+2m3n-mn2

【错解】 原式=4m3n-2m3n+5mn2-mn2=(4m3n-
2m3n)+(5mn2-mn2)=2m3n+4mn2

【错因】 错解在交换项的位置时，忽视了它
前面的符号。事实上，交换项的位置时，应连同它
前面的符号一齐交换。

【正解】 原式=4m3n+2m3n-5mn2-mn2=(4m3n+
2m3n)+(-5mn2-mn2)=6m3n-6mn2

●确定多项式的次数和项时的错误

【例4】 说出多项式a3b3+a2b-3b2-8的次数及

其二次项和三次项。

【错解】 此多项式的次数是3次，二次项是
a2b和-3b2，三次项是a3b3。

【错因】 出现错误的原因是：⑴没有理解多
项式次数的定义；⑵没有理解多项式的意义及单
项式次数的定义。

【正解】 此多项式的次数是6次，其二次项
是-3b2，三次项是a2b。

●忽视了分数线的括号作用

【例5】 化简：

 

【错解】 原式= 

【错因】 忽视分数线的括号作用。

【正解】 原式  
总之，同学们在整式的加减运算过程中存在

的错误多多，除上述错误外，还有其他类型的错
误。同学们在做题时，应对解题过程进行反思，找
出错解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从而提高
自己的解题能力。

【练习】

以下几道习题，请同学们找找看，指出各自错误所
在，并分析其错误类型和原因，同时写出正确的解法。

1．化简：x2+3(x2-3x) 
错解：原式= x2+3x2-3x=4x2-3x
2．说出单项式    的系数和次数。
错解：   的系数是5，次数是0。
3．化简：2x2y3+4y2x3-3x2y3

错解：原式=(2+4-3) x2y3=3x2y3

4．设A=-x2+3x-7，B=2x2+5x-3。求A-B。
错解：A-B=x2+3x-7-2x2+5x-3=-3x2+8x-10

5．化简： 
错解：原式=3(x2y3-3x3y2)+2(4x3y2-5x2y3)=6x2y3-

9x3y2+8x3y2-10x2y3=-4x2y3-x3y2

整式加减运算典型错误剖析
■复旦实验中学数学教师 孙勤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