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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力分析对于中学生来说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思维分析,也是初高中物理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对于较为

复杂、运动状态不是很清晰的物理过程,运用“假设法”和已知事实进行逆向推理分析,可以有效解决一些复杂受力

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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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力分析对于中学生来说是一种非常抽象的

思维分析,也是初高中物理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是解

答物理题目的必备基本功.在初中的考试中直接考

查受力分析常以作图题的形式出现,但大多属于基

础要求,难度不大,较高要求的考查经常出现在选择

题和填空题中.苏州市的物理中考题多年在选择题

的最后一题,对学生的受力分析能力做出了较高要

求的考查.较为复杂的受力分析往往和物体的运动

状态紧密联系.这种题目一直是初高物理衔接的重

要考查点.初中力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力与运动的关

系,当然在高中力学中,力与运动的关系依旧是核心

内容,只不过过程更为复杂多变.在进行较为复杂的

受力分析时,经常会用到“整体法”和“隔离法”等常见

的方法.而在有些题目中,物体的受力确定存在,但需

要对大小做出判断,运用“假设法”也可以有较好的

效果.

1 假设法的基本思想

“假设法”的主要思想就是在不知道正确结果

的情况下,先假定一个事实(或者结果),再运用已知

的一些条件、结论或者客观事实,进行逆向分析,得
出和假定相矛盾的结果,从而再否定之前的假设.再
进行其他假设,得出类似结果,再把多次假设结果进

行综合分析,判断正确的结果是什么,或者大致范

围.这里的“假设法”有点类似于数学证明中的“反

证法”.

2 “假设法”判断受力大小的实际应用

下面以2021年苏州市中考物理的第12题为

例,运用假设法对物体受力大小进行判断.
【例1】(2021年苏州市中考物理第12题)如图1

所示,质量为2m的物块P下方连接有一个质量为m
的钩码,上端通过细线绕过轻质定滑轮连接一质量

为2m 的物块Q.将它们由静止释放,在物块P下落

到地面的过程中,P、Q间细线拉力大小为F.(细线

重力 及 各 处 的 摩 擦 均 不 计,钩 码 落 地 后 不 弹

起)(  )

A.钩码落地前F=3mg,Q的机械能增大

B.钩码落地前F<3mg,Q的机械能增大

C.钩码落地后F=2mg,P的机械能不变

D.钩码落地后F>2mg,P的机械能减小

图1 例1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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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作为选择题的压轴题,从评卷的结果来看,

得分率是较低的.网上也有一些教师或者学生对本

题的难度提出质疑,认为这道题涉及高中的牛顿第

二定律内容,不能对初中学生进行考查.实际上作为

选择题,初中学生完全可以用所学的知识和经验,选

出正确的选项.
解答本题的前提应该对绳子这个物理模型的几

个事实有了解.第一,绳子拉长时不考虑形变,即绳

子两端的物体的速度大小是一样的,在本题中即P
和Q的运动速度大小是一致的.第二,绳子上各点

的拉力大小是相同的.下面的解析主要是对绳子拉

力进行分析讨论.
解法1:运用牛顿第二定律对P和钩码(看成一

个整体)、Q分别进行受力分析,两物体具有相同的

加速度,再列出运动方程,即可得出绳子上的拉力大

小.因为牛顿第二定律的内容是高一的,所以初中学

生无法用此方法,所以有人对题目提出质疑.因为本

题的题型是选择题,并不需要计算出拉力的大小,只

要对大小做出判断即可.所以并不能以此说题目考

点超纲.
解法2:通过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用假设法做出

判断.分析过程:假设绳子拉力T>3mg,对于P和

钩码(看成一个整体)分析其运动状态,因为重力小

于拉力,做减速运动,而物块Q向上的拉力大于重

力,做加速运动,显然这个结果与事实P和Q的运动

速度大小是一致的相矛盾,因此假设不成立;同理若

假设绳子拉力T=3mg,也会发现分析结果和事实

矛盾,因此绳子的拉力只能是T <3mg.下面对钩

码落地后绳子的拉力进行分析,落地后钩码和物块

P之间的绳子因为无拉伸形变,拉力消失,而P和Q
之间的绳子拉力是有一个突变过程的.在钩码落地

之前,P和Q都是加速运动,学生无法理解钩码落地

后P和Q都做匀速运动,绳子拉力T=2mg,所以这

里还可以用假设法进行判断.假设T >2mg,对物

块P受力分析,可知P做减速运动,而对Q受力分

析,可知Q做加速运动,这又与事实:P和Q的运动

速度大小是一致的相矛盾,同理若假设T <2mg,

也可以得出类似矛盾的结论.所以可以确定钩码落

地后的绳子拉力T=2mg,综上分析正确答案为选

项B.

3 “假设法”判断摩擦力是否存在的实际应用

下面以两道典型的中考题为例,运用“假设法”

判断摩擦力是否存在.
【例2】(2020年襄阳市中考物理)如图2(a)所

示,完全相同的木块A和B紧靠着平放在粗糙程度

相同的水平桌面上,在12N的水平推力F1 作用下,

A、B一起做匀速直线运动.若将A、B叠放到该桌面

上,用水平力F2 拉着B使它们一起匀速运动[如图

2(b)所示],则拉力F2= N;此时木块A所受

的摩擦力为 N.

图2 例2题图

【例3】(2020年连云港市中考物理)如图3所

示,物体A放在B上,在水平拉力F作用下一起向右

做匀速直线运动,不计空气阻力,画出物体 A的受

力示意图.

图3 例3题图

这两道中考题本质上考查的内容是一样的,即

上下叠放的物体在水平方向上做匀速直线运动时,

上方的物体是否受到下方物体的摩擦力.根据多年

的教学经验,第一次碰到这类问题时,大部分学生都

会认为上面的物体会受到下方物体的摩擦力.这种

想法是受到传送带模型的影响,认为物体放上传送

带后会和传送带一起运动就是因为摩擦力的作用,

即使一起做匀速直线运动,仍然受到摩擦力.由于做

匀速直线运动是一种理想情况,所以学生的体验是

不足的.这里可以先假设物体受到下方物体向右的

摩擦力,那么由于物体处于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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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在水平方向必定是受到平衡力或者不受力.因

为假设的是向右的摩擦力,那么必定有向左的摩擦

力与之平衡,但是下方物体不可能同时对上方物体

施加两个相反方向的摩擦力,这和摩擦力产生的原

因相矛盾.因此假设是错误的,上方物体不受下方物

体的摩擦力,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从平衡状态的条件

出发,让学生理解这种理想状态下的受力问题.
综上分析,例2参考答案为F2=12N,此时木块

A所受的摩擦力为零,例3的示意图如图4所示.

图4 例3题的示意图

4 “假设法”思想在物理学历史中的体现

在人类认识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16世纪,

意大利学者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提出了质

疑,并对自由落体运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伽利略对

自由落体运动的研究方法中也有“假设法”的影子.
伽利略先假设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对的,即重物比

轻物下落得快,那么把重物和轻物拴在一起下落,它

们将是什么结果呢? 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重物下

落得快,轻物下落得慢,由于两物拴在一起,“轻的”

被“重的”拉着,“慢的”被“快的”拖着,所以两物拴

在一起的速度应是不快不慢.同样,照亚里士多德的

说法,两物拴在一起,应该是更重了,那它们应该下

落得更快.这两个结论都是由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推

出来的,但得到的却是互相矛盾的结果.可见,亚里

士多德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5 “假设法”的教学意义

通过假设法往往可以起到避免复杂的数学推证

过程、突破学生思维难点的重要作用,从而有效提高

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这也是学生对问题提出质疑

能力的一种培养,就像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运动

观点的质疑.当然本文只是从要求的物理量结果直

接进行假设,在实际的物理问题中,还可以对物理过

程、物理条件、物理状态等多个方面进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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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规律教学和实验教学中,我们同样要抓住教育

契机,基于模型,渗透相应的物理思想方法,实现学

生核心素养的逐步形成[5].
3.3 促使思想方法的迁移

通过物理课程的学习,我们让学生掌握了分解

思想,让学生解决了绝大部分的物理问题.于此同

时,我们也应思考学生在解决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

中,分解思想也要能学以致用,能够将自己习得的分

解思想去构建模型,解决问题,因为思想方法是静态

的,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动态的[6].要培养学生利用

同一思想方法分析动态变化的问题能力,促使思想

方法的迁移和提升.

4 结束语

分解思想作为众多物理思想方法中的一种,其
在解决复杂物理问题中尤为重要.在习题教学中,通
过分解过程、分解视角、分解速度、分解运动4个角

度,实现分解思想方法的落实,强化分解思想的应

用,让学生学会解决较为复杂的物理问题,实现化繁

为简,提高分析问题的效率.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分

解思想在平常生活中的应用,实现分解思想的迁移,

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真正提升学

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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