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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讲评习题前一定要多花功夫,认真做题、研题,这样讲解才不会出现失误,才能深入浅出,文章介绍

了笔者对教师讲评2013年高考上海卷第20题的分析与思考,纠正了教师错误的分析求解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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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例题】(2013年高考上海卷第20题)如图1所

示为在平静海面上,两艘拖船A、B拖着驳船C 运动

的示意图,A、B 的速度分别沿着缆绳CA、CB 方向,

A、B、C不在一条直线上.由于缆绳不可伸长,因此C
的速度在CA、CB 方向的投影分别与A、B的速度相

等,由此可知C的(  )

图1 2013年高考上海卷第20题题图

A.速度大小可以介于A、B 的速度大小之间

B.速度大小一定不小于A、B 的速度大小

C.速度方向可能在CA 和CB 的夹角范围外

D.速度方向一定在CA 和CB 的夹角范围内

笔者听过几位教师讲解上面试题,基本是大同

小异,讲解过程如下:船C沿着绳子靠向A 船的同时

还要绕A 船转动,故将船C 的速度沿着AC 绳子和

垂直AC 绳子方向正交分解;船C 沿着绳子靠向B
船的同时还要绕B 船转动,故将船C的速度沿着BC
绳子和垂直BC 绳子方向正交分解,由于绳子不可

伸长,故每条船沿着绳子方向的分速度是相等的,因

为是正交分解,斜边要大于直角边,所以两拖船速度

一定小于C船速度,故A错误,B正确;如图2所示,

C的速度方向就是在夹角ACB 之外的,故C正确,D
错误.故本题正确答案为B、C.

图2 船C速度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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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教师的分析是受到拉船靠岸模型的影响,

如图3所示,在河岸上利用定滑轮拉绳,使小船靠

岸,拉绳的速度为v,当绳与水平面成θ角时,船的

速度v船 是多少?

图3 拉船靠岸模型图

教师一般是按下面方法讲解的,船的实际运动

是水平运动,它产生的实际效果有两个,一个是A点

沿绳的收缩方向运动,另一个是 A 点绕O 点沿顺时

针方向转动,所以,船的实际速度v船 可分解为:船

沿绳方向的v船1 和垂直于绳的v船2,如图4所示,可

知v船 =v船1

cosθ= v
cosθ

,由于是正交分解,v船1 和v船2

肯定比v船 要小.

图4 船速度分解图

在讲解上面上海卷的题目时,教师没有认识到

模型发生了变化,依然照搬原来的结论,从而导致出

现错误.上海卷这道高考题中船C 的速度既要沿着

CA 绳子和垂直CA 绳子方向正交分解,又要沿着

CB 绳子和垂直CB 绳子方向正交分解,且需要同时

满足,那这时就不能由正交分解斜边要大于直角边

得出两拖船速度一定小于C 船速度了,此时必须分

情形进行讨论.

2 分情形讨论

情形1:假设vA =vB.
如图5所示,将船C 的速度沿CA 方向和垂直

CA 方向进行分解,所有满足条件的速度矢量为由C
指向MN 的虚线.同理可得,船C的速度也可沿CB
方向和垂直CB 方向进行分解,所有满足条件的速

度矢量为由C指向PQ 的虚线,如果两者同时满足

的话,那么船的速度矢量vC 应该由C 指向MN 与

PQ 的交点.此种情况下,vA =vB <vC,且船C的速

度方向在CA 和CB 的夹角范围内.

图5 vA =vB 时船C 速度分解图

情形2:假设vA <vB,且得再细分两种情况进

行讨论.
第一种情况,vA 远小于vB,如图6所示.

图6 vA 远小于vB 时船C 速度分解图

由情形1同理可得,船的速度矢量vC 应该由C
指向MN 与PQ的交点.此种情况下,vA<vB<vC,

且船C的速度方向在CA 和CB 的夹角范围外.
第二种情况,vA 比vB 稍小一些,如图7所示.

图7 vA 比vB 稍小时船C 速度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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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情形1同理可得,船的速度矢量vC 应该由C
指向MN 与PQ 的交点.此种情况下,vA <vB=vC,

且船C的速度方向沿着CB 的方向,既不在CA 和

CB 的夹角范围内,也不在CA 和CB 的夹角范围外.

情形3:假设vA >vB,如同情形2一样分析,也

是细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种情况,vA 远大于vB,此种情况下,vB <

vA <vC,正如图8所示,此时船C 的速度方向也是

在CA 和CB 的夹角范围外.

图8 vA 远大于vB 时船C 速度分解图

第二种情况,vA 比vB 略大一些,在此种情况下,

vB <vA =vC,如图9所示,此时船C的速度方向沿

着CA 的方向,也是既不在CA 和CB的夹角范围内,

也不在CA 和CB 的夹角范围外.

图9 vA 比vB 略大时船C 速度分解图

综上所述,上题的正确答案是B、C,但教师的讲

解分析过程是错误的.

当然,如果把上题中绳子CA 和CB 的夹角改为

钝角,情况又不一样了,如图10所示,此种情况下,

结论一定是船C 的速度大小一定大于A、B 的速度

大小,且船C的速度方向也一定在CA 和CB 的夹

角内.

图10 绳子CA 和CB 的夹角为钝角时船C 速度分解图

3 结束语

教师讲评试题时不能仅仅是顺着答案去讲,更

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学习如何去分析求解问题,不

断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培养学生的物理

学科素养,为学生以后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思想、方法

等方面的帮助.教师在讲评试题时,知识性的错误是

绝对不能犯的,必须纠正,为此教师在课前一定要多

下功夫,认真备课,有些教师备新授课很认真,而对

于习题课的备课有时就不太用心了,有时照着答案

抄一遍就算备课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习题

课的教学教师一定要先认真研题,必须要先不看参

考答案,认真独立地去先做一遍,只有这样才能对题

目有深切的感受,才能知道学生在审题、解题的过程

中可能在什么地方会存在困难,另外,教学中不能就

题讲题,还得做适当的变式拓展,这样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发散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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