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活动   体验静电复印----静电潜像     

一、活动名称 

体验静电复印----静电潜像 

二、活动目的 

灵活选用合适的器材，制作静电潜像并显影，促进对静电复印技术中静电潜像的原理的

理解。 

激发学生对静电现象的好奇心，培养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科学态度和责任。 

三、活动内容 

1．制作一幅静电潜像，并将其显现出来。 

2．了解静电潜像的形成和显现原理。 

四、活动准备 

有机玻璃板一块、蒸发皿一个、记号笔一支（可参考使用“油膜法测分子直径”的一套实

验仪器），丝绸(或者类丝绸布料)、面粉（或木屑）。 

五、活动过程  

1．清洁有机玻璃板板面。 

在日常的存储或者使用中，由于摩擦等原因，板面可能已带有静电，这将影响后续实验

效果，所以，在使用有机玻璃板之前，应使用清水洗净，再用普通棉质抹布（或纸巾）轻拭

擦干。 

2．制作“静电笔”。  

用丝绸裹住记号笔（或其他笔）笔尖即可。如图 1 所示。 

3．写“静电字”（比如“静电”两个字或画其他静电潜像）。 

用“静电笔”在有机玻璃板上按正常笔画顺序摩擦写字，每一笔画写 2~4 次为宜。 

4．显影。 

写好“静电字”后，将有机玻璃板竖起，用手指尖捏取少量面粉，在有机玻璃板写有静电

字的一面均匀撒下，让面粉颗粒飞过板面，如图 2 所示，静电潜像即可显现，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六、活动要点 

1．清洁有机玻璃板板面时，要避免使用化纤材质的抹布，减少在擦拭过程中因摩擦而引

起的额外静电。 

2．制作“静电笔”时，由于笔被丝绸裹住在板上书写时，笔迹势必要变粗，所以在选择记

号笔时，应选择较细的。“静电笔”的制作原则就是保证有足够厚度的丝绸（例如 2 层以上布

料）与板面接触，并且笔迹的粗细要偏细为好。 

3．写“静电字”时，每一笔画写 2~4 次为宜。摩擦次数过少，最后显影出来的字笔画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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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摩擦次数过多，最后显影出来的字笔画过粗，甚至笔画间重叠，使得对比不突出。 

4．显影时，由于有机玻璃板在擦拭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额外的静电，这些额外的静电也

会吸附一些面粉，所以待静电潜像完全显出后，保持有机玻璃板面竖直，轻轻敲打，震落冗

余面粉，即可得到清晰的潜像显影。 

七、活动建议 

“静电的利用与防护”，在课程标准中系必修 3—3.1 静电场 主题。静电复印是“静电

的利用与防护”的典型案例。 

如图，基于静电复印技术的复印机工作时，先使硒鼓带正电，再利用光学系统将原稿上

的字迹的像成在硒鼓上，（黑色的字不反光，其像的位置没有光照射到，仍是绝缘体，正电

荷未导走。）这样，在硒鼓上留下了看不见的带正电的“静电潜像”。当带负电的墨粉与硒鼓

表面接触后，墨粉就被带正电的“静电潜像”吸引，显示出墨粉组成的字迹。最后，带正电的

白纸与硒鼓表面墨粉组成的字迹接触，将带负电的墨粉吸到白纸上，最后再加上一步定影，

就完成了复印的任务。 

 

而在静电复印技术的核心原理中，形成静电潜像是非常重要的过程。但是因为静电潜像

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产生疑问。在“静电潜像”实验中，学生能亲自

制作一幅静电潜像，并将其显现出来，可以帮助学生理解静电复印技术的原理，增强静电利

用的认识。 

本实验为自主活动部分，课时分配、使用环节可由教师自主灵活掌握。 

这是一个自主活动，可以设计为引导学生根据原理（如何查找资料，也是自主活动的一

个方面），自行寻找不同材料，设计不同方法实施活动，最后汇报交流。对学生在活动中的

表现设计评价量表。这样能较好地体现学生自主活动的特点和目的。 

 

评价量表参考 

序号 项目 评价等第参考 

（A 优秀；B 一般；C 较差） 

1 实验材料是否有变化、多样  

2 原理是否正确  

3 实验效果是否良好  

4 学生对活动过程的整体自评  

5 学生间对活动过程的整体互评  

 

八、作业设计 

思考与讨论 

1．显影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2．本实验中一定要丝绸和有机玻璃板吗？ 



 

 

参考答案： 

1．静电吸附。 

2．不，只要两种不同的材料均可，但吸附效果可能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