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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 理理

一、试题分析

【例题 1】 我国航天员在

“天宫课堂”中演示了多种有趣

的实验，提高了青少年科学探

索的兴趣。某同学设计了如下

实验：细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系

一小球，给小球一初速度使其

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如图

1 所示。无论在“天宫”还是在

地面做此实验（ ）

A.小球的速度大小均发生变化

B.小球的向心加速度大小均发生变化

C.细绳的拉力对小球均不做功

D.细绳的拉力大小均发生变化

【解析】 题目中要对比“天宫”和地面两个实验，我们先

建立两个运动模型，对两个模型进行受力分析。在地面小

球运动过程中受到重力和拉力的作用，而且在运动过程中

重力的大小和方向不变，拉力的方向一直指向圆心时刻在

变化，所以小球在运动过程中合力的方向不能时刻指向圆

心，小球做变速（速度大小和方向）圆周运动。在太空中，小

球处于完全失重状态，小球运动过程中只受到指向圆心的

拉力作用，合力就等于拉力，一直指向圆心，所以小球做匀

速圆周运动。具体受力分析图如图2所示。

图2

地面 太空

【分析】 小球在地面上速度大小有变化，而在太空中速

度大小不变，所以A选项错误；根据公式 a = mv2

r
，地面上小

球做变速圆周运动，因为速度大小发生变化，所以加速度的

大小在变化，太空中小球做匀速圆周运动，速度大小不变，

所以向心加速度不变，所以B选项错误；应用牛顿第二定律

F =ma 可知，地面上细绳的拉力大小在变化，太空中拉力大

小不变，所以D选项错误；细绳的拉力始终和小球的运动方

向是垂直的，故拉力是不做功的，所以C选项正确。

这道题目的认识对象是圆周运动，认识角度是运动和

力的关系，又将“手持细线拉着小球做圆周运动”的情境从

课堂移至“天宫”，在新情境中考查建立模型的能力，以及

分析问题的能力。

【例题2】 质量为 m1 和 m2 的两个物体在光滑水平面

上正碰，其位置坐标 x 随时间 t

变化的图像如图3所示。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A.碰撞前 m2 的速率大于
m1 的速率

B.碰撞后 m2 的速率大于
m1 的速率

C.碰撞后 m2 的动量大于
m1 的动量

D.碰撞后 m2 的动能小于 m1 的动能

【解析】 首先还是要对题目中描述的情境建立物理模

型。虽然情境比较熟悉，但有效地画出情境模型，有助于分

析问题。其次题目中涉及 x - t 图像，处理图像类问题要围

绕“点、线、面 ”：第一可以看到特殊点1s末时两物体发生正

碰，图像中斜率的物理意义，第二此图像中斜率 k = ΔxΔt ，代

表着物体运动的速度，而且斜率的正负代表着速度的方向，

分别计算出图像中四条线的斜率就能知道物体的速度。

v1 = 4m - 01s - 0 = 4m/s v2 = 4m - 4m1s - 0 = 0
v′1 = 0 - 4m3s - 1s = -2m/s v′2 = 8m - 4m3s - 1s = 2m/s
根据题目描述的情境和对图像的分析可以画出情境

模型如图4所示。

图4

【分析】 通过斜率的计算可以直接判断碰撞前 m2 的

速率小于 m1 的速率，碰撞后 m2 的速率等于 m1 的速率，所

以A、B选项错误；碰撞过程中动量是守恒的，列出动量守

恒方程可以计算出两物体的质量之比。

根据动量守恒列出方程：m1v1 +m2v2 =m1v′1 +m2v′2
带入数据：m1 × 4m/s +m2 × 0 =m1 × ( )-2m/s +m2 × 2m/s
解得：

m1
m2

= 13
有了两物体质量关系，碰撞后的动量和动能根据定义

式就可以计算了。

根据动量定义列式：
p1
p2

= m1v′1
m2v′2 =

m1 × 2m/s
m2 × 2m/s = 13

根据动能定义列式：

Ek1
Ek2

=
12m1v′21
12m2v′22

=
12m1 × æè ö

ø
2m
s

2

12m2 × æè ö
ø

2m
s

2 = 13
通过计算可以判断出，碰撞后 m2 的动量大于 m1 的动

量，碰撞后 m2 的动能大于 m1 的动能，所以选项C正确，选

项D错误。

这道题目考查到了物理的图像表征、文字表征、图文

表征和公式表征，考生要用不同的方式表征物理情境，共

同构建物理模型，同时对基础碰撞模型的相关知识概念进

行了考查。

【例题3】某同学利用压力传感器设计水库水位预警系

统。如图5所示，电路中的 R1 和 R2 ，其中一个是定值电阻，

另一个是压力传感器（可等效为可变电阻）。水位越高，对

压力传感器的压力越大，压力传感器的电阻值越小。当a、b

两端的电压大于U1 时，控制开关自动开启低水位预警；当a、

b两端的电压小于U2（U1 、U2 为定值）时，控制开关自动开

启高水位预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U1 <U2
B. R2 为压力传感器

C. 若定值电阻的阻值越大，开启高水位预警时的水

位越低

D. 若定值电阻的阻值越大，开启低水位预警时的水

位越高

图5

【解析】 首先，从题目文字表述中提炼出基本情境信

息：水位越高，压力越大，传感器电阻越小。反之水位越

低，压力越小，传感器电阻越大。当 a、b 两端电压 Uab >U1
时低水位预警，当 Uab <U2 时高水位预警。从图文表征提

炼出基本信息：R1 、R2 串联，预警系统与 R1 并联。其次，

结合串并联电路的基本规律：并联电路电压相等，串联电

路 中 电 阻 分 压 规 律 为 电 阻 越 大 分 压 越 多 。 所 以
Uab =UR1 ，R1 阻值越大分得电压越多。然后根据所得信

息进行推理论证：低水位预警→压力小→传感器电阻

大。结合预警条件 UR1 >U1 得出 R1 为压力传感器，低水

位预警时 R1 大，而高水位预警时 R1 小，所以 U1 >U2 ，故

A、B 选项错误。而定值电阻 R2 越大→ Uab 达到 U1 所需

要 R1 越大→压力越小→低水位预警水位越低；并且 Uab

越小于 U2 → R1 临界值越大→压力越小→高水位预警水

位越低。所以C正确，D错误。

这道题考查了考生在文字表征及图文表征中提取信

息的能力。考生要通过文字表征及图文表征创建一个新

的情境，然后基于串并联电路的基础知识、基本规律进行

推理论证，最终得出正确结论。

二、学法点拨

1.同学们要重视加强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学习。重

在学习对概念和规律的理解、运用，要力求做到概念清、规

律熟。不但关注具体的物理问题，而且尽量要厘清知识点

间的联系与区别、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2.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在复习中要重视对每一个

问题的过程分析，每分析、解决一个物理问题要把重点放

在思考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涉及什么概念、应用了

什么规律、采用了什么方法。一个良好的思维过程是：仔

细审题，想象情境，构建模型，分析过程，画出草图，寻找规

律，列出方程，推导结果，总结反思。

3.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同学们在复习过程中对每

个物理概念和规律要尽量在头脑中建立起相应的实际模

型和情境，有意识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身边的物理现象，

重在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4.重视教材，对教材中的典型模型、课后习题再次回

顾，适当归类，尝试找出知识概念背后隐藏的物理思想方

法，体会应用这些思想方法研究问题时的具体过程，以及

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

5.同学们还要适当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注重物理与生

活实际的联系。近年高考考题特别关注环保、能源、可持

续发展、高科技、国内外时政大事等社会热点问题。同学

们遇到此类题要重视渗透科学、技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

想，突出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近年高考物理题目注重选择日常学习经常涉及的常规问题和简单情境为命题素材，注重从日常生活实际情境中选取

素材。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和规律的物理本质的理解；分析并解决原始问题、实际问题的能力；发现问题、表述问题、分析

论证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下对两道典型题进行分析，为同学们提供复习建议。

从真实情境出发解决实际问题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教师 张 然 李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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