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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的这段时间，考生看点儿什么

呢？由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能

力水平，很多考生在“刷题”保温的同时还

会“回归教材”，也就是再读教材。考生怎

样使用物理教材，才能真正“助力高考”

呢？下面结合去年等级考试题和教材相关

内容（涉及的图序均为原文引用）进行分

析，提出一些建议。

一、教材中的正文

【试题】类比情境 1（物体在空气中下

落）和情境2（通电自感现象）中的能量转化

情况，完成下表。

情境1

物体重力势能的减少量

物体动能的增加量

情境2

电阻 R 上消耗的

电能

【分析】这道试题，类比思想、真实情境、

能量观念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考查考

生学科核心素养。

本题左侧一栏比较容易，而右侧通电自

感现象中的能量转化有一定难度。此处涉

及磁场的能量，关于这个知识点，考生可在

教材中找到这样一段话：

磁场的能量：

在图 2.4-3的实验（断电自感）中，开关

断开后，灯泡的发光还能维持一小段时间，

有时甚至会比开关断开之前更亮。这时灯

泡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

开关断开以后，线圈中的电流并未立即

消失，线圈中有电流，有电流就有磁场，能量

储存在磁场中。当开关闭合时
······

，线圈中的电
·····

流从无到有
·····

，其中的磁场也是从无到有
···········

，这
·

可以看作电源把能量输送给磁场
··············

，储存在磁
····

场中
··

。

通过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可知，在通电自

感现象中，能量的转化是“由电能转化为磁

场的能量”。试卷上的题目和书上的情景相

比有所变化，电路中存在一个定值电阻 R，

因此答案应为：电源中储存的电能减少，线

圈中的磁场能和电阻 R 上消耗的电能增

加。因此，考生在考前再次阅读教材时不能

机械记忆，关键是要理解课文中所讲授的物

理学原理。

二、教材中的学生活动

【试题】某 同

学搬运如图所示

的磁电式电流表

时 ，发 现 表 针 晃

动剧烈且不易停

止。按照老师建

议 ，该 同 学 在 两

接线柱间接一根

导 线 后 再 次 搬

运 ，发 现 表 针 晃

动明显减弱且能很快停止。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A.未接导线时，表针晃动过程中表内线

圈不产生感应电动势

B.未接导线时，表针晃动剧烈是因为表

内线圈受到安培力的作用

C. 接上导线后，表针晃动过程中表内

线圈不产生感应电动势

D. 接上导线后，表针晃动减弱是因为

表内线圈受到安培力的作用

【分析】这道题目和学生活动的相关

度较高，考查考生理论联系实际、用所学

知识解释生活和工作中的现象和问题的

能力。想要形成这种能力，考生要结合

实际生活中的体验，发现问题并进行思

考。教材中所安排的各类学生活动正是

能力培养的机会。如教材中有这样一段

文字：

做一做：

取 一 只 微 安

表 ，用 手 晃

动 表 壳 ，观

察 表 针 相 对

表 盘 摆 动 的

情 况 。 用 导

线 把 微 安 表

的 两 个 接 线

柱 连 在 一 起

（图 2.3-9），再次晃动表壳，表针相对表

盘 的 摆 动 情 况 与 刚 才 有 什 么 不 同 ？ 怎

样 解 释 这 种 差 别 ？ 为 什 么 灵 敏 电 流 表

在 运 输 时 总 要 用 导 体 把 两 个 接 线 柱 连

在一起？

虽然考生在考前复习阶段不必去完

成这些活动，但阅读教材时可以思考相

关问题，获得提升。需要注意的是，教材

只是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并没有给

出 答 案 。 所 以 考 生 仅 仅“ 读 书 ”是 不 够

的，关键是要思考。如果考生在阅读教

材过程中认真思考了这些问题，应对该

题就比较容易。

再如下面的试题。

【试题】如图所示，电源电动势为 E，线

圈自感系数为 L，电路中的总电阻为 R。闭

合开关S，发现电路中电流I随时间t的变化

规律与物体速率 v 随时间 t 的变化规律类

似。写出电流 I 随时间 t 变化的方程，并定

性画出I - t图线。

【分析】该题考查考生对通电自感现

象的理解。要定性画出 I - t 图线，需要

理解自感电动势的产生导致电流缓慢增

大而非立即增大，而当电路稳定后，电流

最终会趋近一个定值。教材中有这样一

个活动：

做一做：用电流传感器显示自感对电流

的影响。

电流传感器的作用相当于一个电流表，

本书就用电流表的符号表示。传感器与计

算机相结合不仅即时反映电流的迅速变化，

还能在屏幕上显示电流随时间变化的图像。

按图 2.4-4 甲连接电路，可以看到，开

关闭合时电流是逐渐增大的。为了说明这

一点，可以拆掉线圈（图 2.4-4 乙）再测一

次，看看两次测得的电流—时间图像有什么

不同。

如果考生认真阅读过教材中的这段内

容，作答试题时正确画出图线就不会很困

难。但要注意，书上的活动与试卷上的题

目是有区别的，关键是要思考其中蕴含的

知识。

三、教材中的课后习题

【试题】某同学使

用轻弹簧、直尺、钢球

等制作了一个“竖直加

速度测量仪”。如图所

示，弹簧上端固定，在

弹簧旁沿弹簧长度方

向固定一直尺。不挂

钢球时，弹簧下端指针

位于直尺 20 cm 刻度

处；下端悬挂钢球，静

止时指针位于直尺40

cm刻度处。将直尺不

同刻度对应的加速度

标在直尺上，就可用此装置直接测量竖直方

向的加速度。取竖直向上为正方向，重力加

速度大小为g。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30 cm刻度对应的加速度为 -0.5g

B.40 cm刻度对应的加速度为g

C.50 cm刻度对应的加速度为2g

D.各刻度对应加速度的值是不均匀的

【分析】这道题可在教材的课后习题中

找到原型。

本题考查了考生理论联系实际、在真实

情境中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考生不仅需

要根据已知条件构建模型，还要灵活运用牛

顿运动定律计算出不同刻度对应的加速度

的大小和方向。在教材的章末习题中，考生

可以找到这样一道题：

某同学制作了一个

“竖直加速度测量仪”，

可以用来测量竖直上下

电梯运行时的加速度，

其构造如图 4-4 所示。

把一根轻弹簧上端固定

在小木板上，下端悬吊

0.9N 重物时，弹簧下端

的指针指木板上刻度为

C 的位置，悬吊 1.0N 重

物时指针位置的刻度标

记为 0，以后该重物就固

定在弹簧上，和小木板上

的刻度构成了一个“竖直

加速度测量仪”。

（1）请在图中除 0 以外的 6 根长刻度线

旁，标注加速度的大小，示数的单位用 m/s2

表示，加速度的方向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说明这样标注的原理。

（2）仿照以上装置，设计一个“水平加速

度测量仪”。要求：画出它的装置图；说明它

的构造；介绍加速度刻度的标注原理。g取

10 m/s2。

以上两个题目相似度非常高。如果考

生在阅读教材过程中按照要求在刻度旁边

标注了加速度的大小，那么完成试卷上的题

目难度不大。

当然，这两道题目也有区别。教材题目

给出了悬挂物的重力，可以直接算出加速

度；而试卷上的题目没有给出悬挂物的质

量，使用重力加速度g的倍数表示加速度。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试卷中考

查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运动的试题，原

型来自教材“练习与应用”中的题目。教材

题目要求考生计算匀强磁场磁感应强度的

大小、带电粒子穿过磁场所用的时间；试卷

题目要求考生判断哪些信息可以求出，四

个选项中就包括“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时

间”和“匀强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当然，试卷题目比教材题目少了速

度 v 这一已知条件，因此教材题目中，磁

感应强度和运动时间可以求出，而试卷

题目中不可以求出。

四、总结及建议

可见，教材和试卷中的试题之间存在千

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考生在备考中如何合

理使用教材呢？下面给出几点建议。

1.重视教材，教辅材料不能替代教材
有考生认为教材“太容易”，在高三复习

中对教材不够重视，甚至用教辅材料替代教

材。考生要注意的是，教辅材料往往重视题

目的难度，大部分内容是依据近几年高考、

等级考和模拟考试的题目编写的，对于教材

的挖掘不够深入，并不适合作为高三复习的

唯一依据。考生在复习中要拿出一定的时

间阅读教材。教材中的习题和思考题并非

都很容易，其中一部分题目是开放性的、有

挑战性的，能促进考生对物理学知识、思想

和方法的思考。

2.关注情境，以问题导向思考知识
对于大部分考生来说，概念、规律和公

式已经熟记于心。考生阅读教材，重点并不

是把知识再看一遍，而是看教材把知识和哪

些情境联系在一起、是怎样联系的，思考如

何使用所学知识去解释、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前文所列题目的难度往往来自于情

境、思想和方法。因此，考生阅读教材，要重

视其中含有情境的内容，比如“做一做”等学

生活动和带有情境的课后、章末习题。

3.深入分析，应对题目的灵活多变
通过前文内容还可以看出，试卷题目不

会和教材内容完全相同，有些题目需要结合

具体数据重新运算，有些题目因为条件有变

化使结论完全不同，还有些内容教材中只给

出问题而没有给出答案。因此，考生复习时

要真正理解教材内容所蕴含的物理学原理

及思想方法，切不可机械记忆；在考试中遇

到新情境，要注重分析推理过程，切不可直

接套用记忆中的结论。应该明确，阅读教

材，目的并不是为了押题，而是对所学知识

产生更深入的思考，提升自己从“解题”到独

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回归教材 做好考前“保温”
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教师 邢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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