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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段法”求加速度的优点 
◆练世尊 

（汕尾市林伟华中学） 

 
摘要：高中物理必修一在“测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加速度”的学生实验

中，要求利用“逐差法”计算纸带的加速度。许多教辅资料中也出现利

用“逐差法”处理纸带加速度的方法，这引起了物理教师对“逐差法”
的讨论，许多刊物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笔者阅读了这些论文后，发现

用“逐差法”计算加速度并不是最理想的方法，故写此文，与同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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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利用纸带计算加速度主要有五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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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种方法中，绝大多数资料都提倡利用“逐差法”计算纸

带加速度，认为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但本人经过研究发现利用
“逐差法”不但不能减小误差，反而增大实验误差，计算纸带加
速度最好的方法是“两段法”。本文从两个方面来研究：第一、
计算加速度方法的推导、比较论证。第二，实践验证“两段法“的
优点。 

一、计算加速度方法的推导、比较论证 

方法一：利用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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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用方法一，即 2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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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加速度，由于计算过程中只用两

组测量数据，偶然误差太大，不能减小实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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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用方法二：即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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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推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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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加速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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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推导过程看来，这种方法好像是利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
方法减小了实验误差，但仔细分析公式，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求
加速度的方法实际上也只用了 S1、S6 两组数据，其它四组数据 S2、
S3、S4、S5 在计算过程中均被消去了，实际代入公式的测量数据
也只有两组，与方法一求加速度没什么区别，偶然误差大，也不
能减小实验误差。 

方法三：利用“逐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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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方法一、二都无法减小偶然误差，那么许多资料便介绍
了“逐差法”。 “逐差法”是针对自变量（时间 T）等量变化，

因变量(位移 S)也做等量变化时，所测得有序数据等间隔相减后
取其逐差平均值得到的结果。其优点是充分利用了测量数据，具
有对数据取平均的效果。“逐差法”的推导过程如下： 

若把 S1、S2、S3、S4、S5、S6 分成 S1、S2、S3 和 S4、S5、S6 两组，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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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看出，“逐差法”将 S1、S2、S3、S4、S5 、S6 各组实验

数据都利用了，有效地减小了仅由两个位移测量带来的偶然误

差，提高了测量精度。由公式可见，逐差法要求所得 S 的个数必

须为偶数，若为奇数段，则化奇为偶，舍去最短的一段，因为距

离越短，相对误差大。我们认真观察“逐差法”的表达式可以发

现： 

由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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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应

用此公式必须测量 6 组位移的数据，显然测量带来的偶然误差很

大，并不能减小实验误差。那应该怎样提高测量精度，减小误差

呢？ 
方法四：“两段法”测量加速度 
我们仔细分析“逐差法”公式，由图 1 可以看出 

 
式中（S4+S5 +S6）即为图 1 中最后连续 3T 内的一段位移， 
式中（S1+S2+S3）即为图 1 中前连续 3T 内的一段位移； 
若将 S1+S2+S3 三段看作一整段，此整段时间为 3T， 
将 S4+S5 +S6 三段看作一整段，此整段时间也为 3T； 
即（S1+S2+S3）与（S4+S5 +S6）为连续相等时间（3T）内的两

段位移。 
由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推论：ΔS=aT2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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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逐差法”的公式一样，且利用“两段法”计算加速度，

测量两组数据即可，有效地减小测量带来的偶然误差，且两点间
距离可采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来减小偶然误差。由此可知
利用“两段法”计算加速度比利用“逐差法”计算加速度，相对
误差要小得多。 

方法五：利用 V-T 图像求加速度 
利用 V-T 图像求加速度，其实是利用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推

论：Vt/2= v , t

s
v  ,分别求出每个记数点的瞬时速度，然后再通

过作 V-T 图像，利用图线与时间轴的斜率即为纸带的加速度。

但计算繁琐，故它也不是求加速度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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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验证“两段法”的优点 
以下是通过实验测定汕尾当地的重力加速度的纸带数据，我

们分别用五种方法求解，得出当地的重力加速度值如下表所示： 
  

汕尾本地重力加速度约 g=9.788 m/s2 

方  法  公  式 计算结果 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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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验数据处理精度可以看出，计算纸带加速度，相对误差
最大的是方法一、第二是方法二，第三是“逐差法”，精确度最
高的是利用 v-t 图上直线的斜率求加速度，但计算繁琐。而“两
段法”便于学生理解掌握，并且公式简单、易记，便于运算，并
可以快捷求得计算结果，同时减小测量偶然误差，达到很好的处
理数据的效果，且 可利用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来减小偶然
误差，故“两段法”是求加速度的最好方法。 

因此，本人认为教师在讲解处理纸带求加速度时务必提倡使
用“两段法”，这既节约计算时间，又提高了实验结论的精确性，
并且要提醒学生在利用“两段法”求加速度时，若为奇数段，则

应该剔除最短的一段，这样相对误差会更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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