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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各地中考试题出现电学“陷阱题”,学生基础知识掌握不牢或粗心大意,会误入这些“陷阱”,造成解

题的失误.从设置各种题型、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陷阱题”,让学生经历陷入“陷阱”——— 冲出“陷阱”的过程,使学

生“吃一堑长一智”,这样既掌握了摆脱“陷阱”的方法,又完善了认知结构,深化了认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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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各地中考试题经常会出现一些电学“陷阱

题”,此类题目考查的知识难度虽不大,但由于题目

提供的信息中往往暗藏“陷阱”以及学生基础知识

掌握不牢或粗心大意,便会误入这些“陷阱”,造成解

题的失误.因此,在平时的习题教学中有意识设置各

种题型、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陷阱题”,让学生经

历陷入“陷阱”——— 冲出“陷阱”的过程,使学生“吃

一堑长一智”,这样既掌握了摆脱“陷阱”的方法,又
完善了认知结构,深化了认知过程.下面就初中电学

中几种“陷阱题”作简要剖析.

1 利用定势思维设置“陷阱”

学生在解题时要深刻理解好每一个物理概念和

物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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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者往往故意利用定势思维精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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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前相同.

4 结论

一个置于水平面上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通

过线连接着另一个下垂物体,在极端情况下,当下垂

物体挂上大质量物体后,下垂的物体随后将做近似

自由落体运动.一般情况,下挂物体的质量不是很

大时,下垂的物体随后将做上下的振动,水平面上的

物体将做绕圆孔的非圆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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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otionProblemofTwo bodyConnectedwithaLine

ZengGuiping FangBaolong
(MathematicsandPhysicsDepartment,HefeiUniversity,Hefei,Anhui 230601)

Abstract:Twomethodsareusedtosolvethemotionproblemoftwo bodywhichanobjectisplacedona

horizontalplaneandanotherobjectconnectedwithalineissagged.Itcanbedeterminedthatthesaggingobject

willvibrateupanddownafterhanginganappropriateobject,andtheobjectplacedonthehorizontalplanewill

rotatenon circularlyaroundthecircular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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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如果学生对题目中相关的物理概念、规律理

解不透彻,就无法排除干扰,从而掉入“陷阱”.
【例1】某型号电吹风,电动机和电热丝串联.电

动机带动风叶转动,电热丝给空气加热,得到热风,

电动机线圈电阻为R1,电热丝电阻为R2.将电吹风

接入电压为U 的电源后,通过的电流为I,消耗的电

功率为P,同学们得到了4个关系式.下列选项中,

关系式均正确的是(  )

①UI>P     ②P=I2(R1+R2)

③UI=P  ④P>I2(R1+R2)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错解:在计算电功率的公式中,总功率用P=UI

来计算,发热的功率用P=I2R2来计算,如果是计算

纯电阻的功率,这两个公式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误
选B.但对于电动机等非纯电阻,第一个计算的是总

功率,第二个只是计算发热的功率,这两个的计算结

果是不一样的.
解析:电吹风消耗的电功率P是总功率,总功率

的大小应该用P=UI来计算,所以总功率P=UI,
故①错误,③正确;由题意知,该电吹风中电动机和

电热丝串联,电路中电流为I,电吹风中发热的功率

要用P热 =I2R2来计算,所以总的发热功率为P总热 =
I2(R1+R2),因为电吹风工作时将电能转化为机械

能和内能,所以,吹风机的总功率要大于发热部分的

功率,即P>I2(R1+R2),故 ② 错误,④ 正确.
点评:本题利用概念、公式的限制设置“陷阱”

这类陷阱主要是针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概念、公
式的限制、适用条件不清,因而乱套公式设置的.

2 利用题目条件改变设置“陷阱”

要求学生在读题时,注意分析题目前后条件是

否发生变化,不同小题之间的条件是否发生变化.如
果发生变化,可能就是“陷阱”,因为条件变化了,某
些物理量可能发生变化,解题的思路和方法可能就

要随之改变或不变,否则就掉入“陷阱”.
【例2】养生壶是一种用于养生保健的烹饮容

器,采用新型电加热材料,通电后产生热量把壶内的

水加热.图1是某款养生壶及其铭牌,求:
(1)养生壶正常工作时的电阻;
(2)若正常工作时,养生壶加热效率为91%,将1

kg水从20℃加热到85℃需要多长时间;c=4.2×
103J/(kg·℃).

(3)用电高峰期,家中只有液晶电视机和养生

壶工作时,养生壶将1kg水从20℃ 加热到85℃,

实际用时363s,通过电能表测得此过程共耗电量为

3.726×105J,此时养生壶两端的电压和通过液晶电

视机的电流多大.(设养生壶的电阻和加热效率不

变)

图1 例2题图

错解:(3)在用电高峰,养生壶的实际电功率

P实 =W 总

t实
=3×105J
363s =10

5

121W≈826W

P总实 =W 总实

t实
=3.726×105J

363s ≈1026W

电养生壶的实际电功率为826W,液晶电视机的实

际电功率

P=P总实 -P实 =1026W-826W=200W
实际电流

I=P
U =200W220V ≈0.91A

解析:(1)由

P=UI
和

I=U
R

得

P=U2

R
养生壶正常工作时的电阻

R=U2

P =
(220V)2
1000W =48.4Ω

(2)水吸收的热量

Q吸 =cmΔt=4.2×103J/(kg·℃)×1kg×
(85-20)℃=2.73×105J

养生壶做的总功

W 总 =Q吸

η
=2.73×105J

91% =3×105J

养生壶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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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 总

P =3×105J
1000W =300s

(3)在用电高峰,养生壶的实际电功率

P实 =W 总

t实
=3×105J
363s =10

5

121W≈826W

实际电压为

U实 = P实 R = 3×105 W
363s ×48.4Ω=200V

电路实际总电功率

P总实 =W 总实

t实
=3.726×105J

363s ≈1026W

电养生壶的实际电功率826W,液晶电视机的实际

电功率

P=P总实 -P实 =1026W-826W=200W
实际电流

I=P
U =200W200V=1A

点评:本题利用铭牌信息设置“陷阱”,此类题目

中铭牌提供的信息较多,必需弄清它们的含义,而有

的参数对解题具有干扰作用,必需认真识别.

3 利用隐含条件设置“陷阱”

题目中的已知条件和限定条件呈现方式多种多

样,有的用图像、图形呈现;有的用数据呈现;有的用

文字呈现.解题时要细心审题,充分挖掘题目中的条

件,特别是隐含的条件,才能做出正确的解答.否则

就会掉入出题者利用隐含条件设置的“陷阱”.
【例3】如图2所示,电源电压12V保持不变,小

灯泡L的规格为“6V,3W”,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

值为12Ω,电流表的量程为0~3A.当开关S1,S2
都断开时,小灯泡L恰能正常发光,R1 的阻值为

Ω,当开关S1,S2 都闭合时,要保证电路各元

件安全,整个电路电功率的变化范围是 W.

图2 例3题图

错解:当开关S1,S2都闭合时,L短路,R1,R2并

联,电流表的量程为0~3A.所以,电路中的最大电

流为3A,因并联电路中各支路两端的电压相等,所

以,整个电路的最大电功率

P大 =UI大 =12V×3A=36W
电路消耗的最小总功率

P小 =UI小 =12V×0A=0W
解析:(1)当S1,S2都断开时,R1与L串联,灯正

常发光时的电压UL=6V,功率PL=3W,因串联电

路中各处的电流相等,所以,由P=UI可得,电路中

的电流

I=IL=PL

UL
=3W6V=0.5A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各分电压之和,所以,R1

两端的电压

U1=U-UL=6V

由I=U
R

可得,R1 的阻值

R1=U1

I = 6V
0.5A=12Ω

(2)当S1,S2均闭合时,L短路,R1,R2并联,电流表

测量的是干路中的电流,因电流表的量程为0~3A,

所以,电路中的最大电流为3A,因并联电路中各支

路两端的电压相等,所以,整个电路的最大电功率

P大 =UI大 =12V×3A=36W
当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最大时,电路的总电

阻最大,电路的总功率最小,因并联电路中总电阻的

倒数等于各分电阻的倒数之和,所以,电路中的总电

阻

R= R1R2

R1+R2
=12Ω×12Ω
12Ω+12Ω=6Ω

电路消耗的最小总功率

P小 =U2

R =
(12V)2
6Ω =24W

所以,整个电路电功率的变化范围是24~36W.
点评:本题利用电表量程的限制性设置“陷阱”,

此类题目在求电路中的最大或最小电流时,在考虑

滑动变阻器可以改变电流时,往往容易忽略电表量

程的限制性对电流的影响.

4 利用视角效果设置“陷阱”

有些图形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平时就要细心地

找出它们的不同点,有些相似图形还存在着本质的

不同,找出了不同点,识别了这些图形,也就可以跳

出出题者利用视角效果设下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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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电磁炮是一种先进的动能杀伤武器,它
是利用磁场对通电导体作用的原理,对金属炮弹进

行加速,具有速度快、命中率高等特点.图3中与此

工作原理相同的是(  )

图3 例4题图

错解:A.
解析:A和D两个实验装置很相似,一个是用来

研究电磁感应现象的,一个是用来研究磁场对电流

的作用.如果从实验过程来看,它们还是有本质的区

别,磁场对电流作用的实验装置中必须有电源,在电

路中产生电流,然后,才会出现磁场对电流作用的现

象.选项A电磁感应实验装置中没有电源,故选D.

5 利用“负迁移”设置“陷阱”

某些“经验”会引起学习过程中的“负迁移”,干
扰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正确理解和掌握,要排除这

种干扰,必须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克服思维定势,

不能想当然得出结论,否则就会掉入出题者利用“思
维定势”设置的“陷阱”.

【例5】如图4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

变,R 为定值电阻,当开关闭合时,标有“8V,8W”

的小灯泡L恰好正常发光;若保持定值电阻R不变,

将L换成另一只标有“8V,4W”的小灯泡,闭合开

关后,小灯泡工作时消耗的实际功率(  )

A.大于4W      
B.等于4W
C.小于4W      
D.无法确定

图4 例5题图

错解:由于“8V,8W”的灯泡L与电阻R 串联

时,在电路中恰好正常发光,灯泡两端的电压为8

V,所以当“8V,8W”的灯泡替换为“8V,4W”的

灯泡L后,则灯泡两端的电压正好等于其额定电压,

正常发光,它的实际功率等于额定功率4W,选B.
解析:电阻R与灯泡L串联,小灯泡L由“8V,

8W”更换成“8V,4W”后,由R=U2

P
知,小灯泡L

的电阻较前者变大,对于小灯泡,根据串联电路分压

原理知UL

U′L=RL

R′L
,U′L>8V,即实际电压大于额定电

压,因此,实际功率大于额定功率,P实 >4W,故选

A.
点评:本题利用“误导”设置“陷阱”,此类题目

的陷阱是命题者根据学生平常容易出现的模糊或错

误认识,以此进行偏轨诱导,以考查学生对知识理解

的深度.解答此类题目,学生对所学知识必须深刻理

解,并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模糊习题”,就能顺利冲出

“陷阱”.
综上所述,在解题时我们要做到:

(1)要认真审题,根据题目中提供的条件,准确

理解一些物理术语、元器件常识的含义以及隐含的

条件,化解题目中的“陷阱”.
(2)要分析、弄清物理过程,分析题目则常从问

题、结论来分析条件,运用相关的物理知识沟通条件

与问题,分析条件的作用,促使问题向条件转化,从

而运用已有的方法、策略或“模型题”来解决问题.
(3)要做好解题后的归纳和总结,反思在解题

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解题程序.这样我们的解题

能力就能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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