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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图形广泛使用在物理教学中,物理图形以图助文,以图助教,弥补语言文字表述的不足.Visio是由

微软公司推出的专业绘图软件,广泛应用于绘制流程图、组织结构图等.结合实例,介绍应用Visio软件绘制物理矢

量图形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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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物理教学中,如制作课件、出试卷、撰写教研

论文,常涉及大量物理图形的使用,这些物理图形以

图助文,以图助教,弥补了语言文字表述的不足,如
何高效快速地绘制物理图形是广大一线物理教师所

关注的问题.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Word中的绘图

工具被教师们广泛使用[1,2],还有教师擅长使用

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或几何画板.利用上述软

件作图,既有优点,又有不足,总体上来说效果仍是差

强人意.Visio是由微软公司推出的一款专业绘图软

件,出图质量高,且非常便于学习与使用.本文将结合

实例,介绍如何利用Visio2003绘制物理矢量图形.

2 Visio的主要特点及常用命令

Visio是由微软公司推出的商业绘图软件,广泛

应用于绘制流程图、组织结构图等.它主要具有如下

特点:
(1)作为 Office中的一个组件,其工作界面与

Word,PowerPoint等其他组件大体相同,操作相

似,容易上手.
(2)有良好的兼容性,能够较好地集成于Office

其他组件中,如可直接在 Word或PowerPoint中对

图形进行修改.
(3)绘制出来的图形是矢量图,任意放大不会

导致图像失真,清晰度与分辨率无关.
(4)拖放式的绘图方式,用户只需用鼠标将选

取的主控形状从模具中拖放到绘图区稍加处理即可

完成大多数复杂图形的绘制工作,方便快捷.
(5)Visio包含丰富的模具和主控形状,涉及数

学、物理、化学、机械等诸多领域,且如有需要,可自

行创建新的模具和主控形状.
(6)利 用 Visio 图 形 本 身 的 透 明 填 充,在

PowerPoint里进行叠加,可以实现如教室黑板上所

类似的步进方式教学.

3 Visio2003的工作界面

Visio2003的工作界面如图1所示,主要由“菜
单栏”“工具栏”“包含形状的模具”“绘图页”和“任
务窗格”等构成.应用Visio2003绘制物理图形,主
要涉及以下工具和选项.

图1 Visio2003的工作界面

(1)“工具栏”中的“指针工具”“绘图工具”“文
本工具”.“指针工具”用于选择、移动对象和调整对

象大小.“绘图工具”用于绘制各种形状,单击“绘图

工具”按钮,则会显示出“绘图”工具栏,再单击要绘

制的形状的类型对应的工具,在绘图页上拖动鼠标

以绘制所需的各类形状.若要停止绘图,单击“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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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即可.通过“绘图工具”,可绘制出长方形、椭
圆、线条、任意多边形、弧形等各类形状.“文本”用

于添加文本形状和选择现有文本.
(2)“工 具 栏”中 的 “字 体”“字 号”“文 字 颜

色”“线条颜色”“填充颜色”“线条粗细”“线型”“线
端”等选项.这些选项与 Word中的绘图工具相对应

的选项作用相同,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3)“格式”菜单下的“填充”选项.“填充”是对

所选闭合形状使用纯色、渐变或图案进行填充.
(4)“形状”菜单下的“组合”选项和“顺序”选

项.“组合”是将多个对象结合起来作为单个对象移

动并设置其格式.“顺序”则是改变所选对象的叠放

次序.
(5)“视图”菜单下的“大小和位置窗口”选项.

选中该选项后,选择一个形状以查看和编辑有关该

形状的大小和位置信息,通过这个选项可精确控制

所选形状的大小和位置,在这一点上,Visio较Word
中的绘图工具有绝对的优势.

(6)“视图”菜单下的“标尺”“网格”选项.选中

这两个选项后,绘图区将显示标尺和网格,有助于更

准确地绘图.

4 物理矢量图形的Visio绘制

物理图形被广泛使用在物理教学中,这些图形

主要有以下特点:
(1)以二维平面图形为主,较少涉及三维图形.
(2)部分图形虽然比较复杂,但往往是由长方

形、圆形、线条等简单图形或小物块、斜面、滑轮、导
线、透镜等常用图元构成,这些特点都有利于使用

Visio快速高效地作图.
4.1 简单物理图形的绘制

图2是由Visio2013绘制的阻值为R的电阻,该
图由一个矩形、一条水平直线段、一个文本构成.

图2 阻值为R的电阻

其绘制步骤如下:
(1)由“绘图工具”在绘图页上分别绘制出一个

矩形和一条水平直线段.
(2)使用“指针工具”,分别以上述两形状为对

象,粗略调整所选形状的大小及位置;在“大小和位

置”选项中,再对所选形状的大小和位置进行精确

的调整.
(3)设置矩形和水平直线段的格式,调整“线条

粗细”,设置叠放次序,将矩形“置于顶层”.
(4)使用“绘图工具”录入文本,并设置好文本

的位置及格式.
(5)点击“保存”,命名并保存为扩展名为.vsd

的文件,简图绘制完成.
综上所述,用 Visio2003绘制较简单的物理图

形,大致经历“绘制几何形状”“调整各几何形状的大

小和位置”“设置几何形状的格式并调整好叠放次

序”“录入文本,并设置好文本的格式和位置”“命名

并保存”5个步骤.物理教学中常用的简图都可按上

述方法绘制.
4.2 主控形状和模具的创建

一些简单的物理图形,在绘制较复杂图形时常

常被多次使用,如图2所示的电阻简图,在绘制电路

图时会反复出现,因此可创建一新的模具,并将该简

图作为主控形状保存在该模具中.Visio中的模具是

指包含一类形状的集合,模具中的形状都具有一些

共同特征,这些形状可以是创建特定种类图表所需的

形状的集合,也可以是同一形状的几个不同的版本.
比如可将“电阻”“电流表”“电压表”“开关”“电源”等

物理元件的简图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电路”模具,
如图3所示.又如可将“小物块”“斜面”“弹簧”等简图

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力学”模具,如图4所示.

图3 电路模具

图4 力学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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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控形状,是指模具上可以用来反复创建

绘图的形状[3],比如“电路”模具中的电阻等原件的

简图就是主控形状.当将某个形状从模具拖到绘图

页上时,该形状就会成为该主控形状的实例.创建主

控形状和模具的具体步骤如下:

(1)在“文件”菜单上,指向“形状”,然后单击

“新建模具”.
(2)在绘图区用“指针工具”框选整个简图,并

拖入左边新建的模具中,这样就建立了主控形状,单

击鼠标右键,将主控形状重命名.
(3)单击模具标题栏上的“保存模具”图标,命

名并保存为扩展名为.vss的文件,模具创建完成.
除了创建主控形状和模具外,还可以从微软官

网下载Visio科学图形包,图形包提供了数学、物理、

化学3个学科的近600多个常用的主控图形,其中

物理图形包中有“测量工具”“磁学”“电路图”“电气

实验设备”“光源和光波”“滑轮和杠杆”“平面镜、透

镜和棱镜”“实验装置”“运动运输工具”等9个模具.

4.3 主控形状叠加法对较复杂物理图形的绘制

图5和图6是由Visio2003绘制的较复杂的物

理图形,图5中的图元,如“小物块”“弹簧”和“地面”

的简图已包含于如图4所示的力学模块中,图6中

的图元也包含于已创建的模块里,其中“手”的简图

调用的是微软科学图形包内的物理学科“运动”模

块中的主控形状,这样利用主控形状的叠加可方便

快捷地绘制出较复杂的物理矢量图.

图5 较复杂的力学部分物理图形

图6 较复杂的电磁学部分物理图形

具体步骤如下:

(1)用鼠标将相关模块里相应的主控形状从左

侧的形状窗口拖入绘图区.
(2)用“绘图工具”绘制其他缺失的图形.
(3)用“指针工具”和“大小和位置”选项,调整

各图形的大小和位置.
(4)调整各图形的格式和叠放次序,对形状进

行必要的填充.
(5)命名并保存为扩展名为.vsd的文件,较复

杂的插图绘制完成.
利用模具中主控形状的叠加方法,即使面对比

较复杂的物理图形,也可在3~5min内绘制完成.
因此在绘制物理图形时,可有意识地考虑某些会多

次复用的图形,将这些高频复用图形在模具中添加

主控形状,这样随着模具中主控形状的增多,绘图的

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5 Visio制图中的注意事项

5.1 软件使用版本问题

Visio现已有6个版本,其中2003版和2007版

为传统的下拉式菜单用户界面,自2010版起,Visio
采用了Ribbon界面(即MicrosoftOfficeFluent界

面),由新的功能区取代了以往版本的命令工具栏,

并以选项卡的方式将各项命令进行分组.就绘制物

理矢量图形而言,各个版本在功能上差异不大,皆可

满足绘制要求.2003版和2007版的用户界面对于绘

制物理图形更加便利,且微软只针对这两个版本推

出了科学图形包,因此绘制物理矢量图形首选2003
版和2007版.

5.2 物理图形在 Word或PPT中的嵌入及修改

教学插图绘制完成后,可将其插入到 Word或

PowerPoint中使用.用指针工具框选整个图形或按

键盘“Ctrl+A”键全选图形,然后按“Ctrl+C”键复

制图形,粘贴时使用“选择性粘贴”,在弹出的对话框

中点选“MicrosoftVisio绘图对象”,以确保粘贴插

图后的文档在打印时“所见即所得”,切勿直接粘贴.
嵌入至 Word或PowerPoint的图形需要修改时,可

直接右键点击图片,点选 “Visio对象”,再点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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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即可.

5.3 Visio2016版无法输入中文的问题

Visio2016(64位)存在在 Win10部分版本下无

法输入中文的问题.解决方案一是将文字输在

Word或记事本中,再复制粘贴到Visio的文本框里;

另一种解决方法是采用微软必应输入法.

5.4 物理量和单位的规范使用问题

“量和单位”的规范使用有强制性系列国家标

准(GB3100 3102 93).比如计量单位用外文字母

正体,又如切向加速度at(不用at 或at),再如轮

A(这里指整个轮子的名称不代表轮上的特定点;但

是如果要借用轮心C命名该轮子,则要用斜体C,因

为这里C 有双重功能,既表示名称,又表示特定位

置,位置是变化量,用斜体)[4],这些都是在绘制物理

图形时,容易忽略的问题.关于“物理量和单位”的

规范使用,须参照国家标准或参考相关文献.

6 结束语

综合上述实例可以看出,利用Visio绘制物理矢

量图形,较 Word中的绘图工具,不仅具有更好的出

图质量,而且更加高效快捷,特别是利用模具中主控

形状叠加的这一方法,可推广至如化学、电路等课程

中存在大量复用图元的教学插图绘制中去,值得向

教师们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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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进物理知识的可视化,推动教学方式多样化,

提升学生思维能力,有效提高教学效果.通过此文,

笔者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广大教师

对COMSOL软件教学资源开发的重视,促进现代

信息技术与中学物理教学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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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nCOMSOLSoftwarein
SeniorHighSchoolPhysicsTeaching

———TaketheMagneticFieldandMagneticInductionLineasanExample

WangChang WangHaifeng GaoYan
(SchoolofScience,ShiheziUniversity,Shihezi,XinJiang 832000)

Abstract:TheapplicationadvantagesofthecomputersimulationsoftwareCOMSOLMultiphysicsinteaching
arebrieflyintroduced.Inaddition,the"magneticfieldandmagneticinductionline"wasdevelopedasanexample

toshowhowtoefficientlyusethesoftwaretoassistmiddleschoolphysicsteaching,helpstudentstobuildspatial

models,andcultivatethinkingskills.

Keywords:COMSOL multiphysics;computersimulationsoftware;magneticfield;middleschoolphys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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