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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学物理范畴内,对干涉问题学生常发生的疑问进行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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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好的物理教师,必须做到充分把握知

识本质的同时,了解学生心中的疑问及问题产生的

根源,并能够以合理的方式清楚地解释.笔者对波的

干涉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从学生的角度进

行了分析,并给出教学建议,从而帮助教师更好地解

决学生疑惑,希望能对广大同行有所帮助.
(1)不同频率的波能产生干涉现象吗?

频率不同的两列波可以叠加但不能形成稳定的

干涉现象.由于波的干涉现象可以用波的叠加原理

解释,很多学生混淆了波的叠加和波的干涉,认为只

要两列波相遇,在重叠区域里都能相互叠加,介质质

点的总位移都等于两列波分别引起的位移矢量和,

也就会出现干涉现象,甚至有的学生认为“干涉”就

是“干扰”,只要两列波相遇,都能相互干扰,因此不

需要频率相同的条件.
实际上波的干涉是波的叠加的特例,是指能形

成稳定的干涉图样,即某些质点的振动始终加强(振

幅最大),某些质点的振动始终减弱(振幅减小),且

加强点与减弱点是相互间隔的,而任何不同频率的

两列波相遇都可以叠加,这只不过是一般的叠加现

象,虽然有振动加强点和振动减弱点,但这些点是不

固定的,而是随时变化的,因此看不到稳定的干涉图

样,也就不是波的干涉,所以,只有相同频率的波在

相遇区域内才能发生干涉现象(即形成稳定的干涉

图样).
(2)振动加强的质点和振动减弱的质点是否总

是交替出现?

两列频率相同的波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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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叠区域里出现波

形与 △PMQ 相似.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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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悬挂点从P3换到P2或P1时,由于mg不变,实验

测得θ变大,PM 变小,MQ 变大,故F 变大.
这是一例典型的3力动态平衡问题,当3力中有

超过两力大小、方向均可能变化时,构造空间三角形

(如本例中 △PMQ)与矢量三角形(本例中矢量F合

与F所围三角形)相似,进而建立比例关系,是解决

这类问题的基本方法.可见,同一问题可以承载的教

学功能是多方面的,破解教学难题的关键常常在于

思想方法,而思想方法的内化需要教学过程不断应

用和提炼,需要通过不同教学素材不断进行纵向联

系,才能逐渐成为学生面对问题时的“自觉”选择.

5 结语

有道是教无定法,思想为法;物理思想无常新,

但教法可常新.教学中若能以思想之不变,应教法之

万变,必能收举重若轻,以简驭繁之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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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和波峰相遇的点,波谷与波谷相遇的点,这些点的

振动会加强;波峰与波谷相遇的点的振动会减弱,这

种加强和减弱区域相互间隔.有的学生认为,振动加

强区域和振动减弱区域会交替出现,即一会儿振动

加强,一会儿振动减弱,甚至有学生认为位于波峰的

是振动加强的质点,位于波谷的是振动减弱的质点,

这种理解是因为缺乏空间想象力,误认为某一质点

振动的波峰、波谷交替出现,教学时要注意结合课本

示意图(物理·选修3 4,第34页图12.4 5),讲清

什么是振动加强区,什么是振动减弱区,加强区内质

点如何振动,振幅大小如何,让学生明白图中 M 所

在的实线区内质点振动加强,这些质点振幅很大,振

动剧烈,始终如此,N 所在的虚线区内质点振动减

弱,这些质点振幅很小或为零,振动平缓,这两类质

点是间隔出现而不是交替出现.
(3)干涉图样中,只有振动加强的点和振动减

弱的点吗?

教材中指出,频率相同的两列波叠加,使某些区

域的振动加强,某些区域的振动减弱,并且振动加强

和振动减弱的区域互相间隔,这种现象叫做波的干

涉.因此学生错误地认为,在干涉图样中,只有振动

加强的质点和振动减弱的质点.其实还有振动位于

二者之间的质点.如课本第34页图12.4 5中从M
到N,再从N 到M,质点的振动是依次减小到最小,

又依次增大到最大,因此 MN 之间的其他质点也在

振动,且振动位于最大与最小之间.
如果频率相同的两列波相遇,在某一时刻,波峰

与波峰(或波谷与波谷)相遇处,振动一定是加强

的,用一条平滑的曲线将以上各点连接起来,这条线

上的点振动都是加强的;而波峰与波谷相遇处,一定

是减弱的,把以上各点用平滑的曲线连接起来,这条

线上的点振动都是减弱的,加强点和减弱点之间各

个质点的振幅介于加强点和减弱点的振幅之间.
(4)振动减弱点的位移是否一定小于振动加强

点的位移?

振动加强点和振动减弱点都是两列波在该点处

引起的位移的矢量和,该处质点的位移的矢量和也

随着波的传播和时间而发生变化,它们仍围绕着平

衡位置振动,且与波源振动的周期相同.

很多学生由于混淆了位移和振幅这两个概念,

误认为振幅大,振动强烈,位移就大,教学中应给学

生讲清楚,振幅A 是指振动物体离开平衡位置的最

大距离,对于某一个简谐运动的质点一般振幅不变.
而位移x是指振动质点在某一时刻的位置相对于平

衡位置的位置移动.对于某一个振动的质点,位移x
是随时间t变化的,但变化范围是-A<x<A,振

动加强质点的振幅A1 一定大于振动减弱质点的振

幅A2(A1 >A2),但某一时刻振动加强的质点群中

有位移较大的质点,也有位移很小的质点,而振动减

弱的质点群中同样有位移很大的质点和位移很小的

质点,因此,该时刻振动减弱的质点群中某些位移很

大的质点,其位移可以大于振动加强的质点群中某

些位移很小的质点的位移.
总之,在波的干涉现象中,振动加强区,质点振

动的振幅最大,位移的最大值也最大,但这些质点也

在振动,其振动的位移也随时间不断变化,因此,不能

说加强区质点的位移一定比减弱区质点的位移大.
(5)加强点和减弱点的判断

某质点的振动是加强还是减弱,取决于该点到

两相干波源的距离之差Δr.
1)当两波源振动步调一致时

若Δr=nλ,(n=0,1,2,…,λ是波长),则振动加

强;

若Δr=(2n+1)λ2
,(n=0,1,2,…),则振动减弱.

2)当两波源振动步调相反时

若Δr=nλ,(n=0,1,2,…,λ是波长),则振动减

弱;

若Δr=(2n+1)λ2
,(n=0,1,2,…),则振动加强.

波的干涉是众多高中物理知识中的难点内容之

一.它对于很多高中学生来说就如眼前蒙着一层面

纱,能看清轮廓,却总是说不清,道不明,虽能够在做

习题时精准地排除干扰,选出正确答案,但只是表面

上记住知识点,实际却是“心口不一”,某个瞬间,错
觉就会出现,使他们倒向另一边,很多教师本身对一

些问题也说不出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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