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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像借用数学的“形”承载物理的“质”,它无论是作为信息呈现的方式还是数据处理的方式,都具有直

观、简洁、形象的特点,倍受高考命题者的关注,纵观近3年浙江高考真题,其中对物理中各种“图”的考查,每年约

占总分值的20% 左右,所以图像专题也成了高三复习课教学所要重点突破的内容.如何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和应

用图像,本人结合一线教学,认为图像问题可以分识图、用图、变图三步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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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识图

图像的运用并不是任何一个考生都能熟练掌握

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生对图像中各个元素

的物理意义理解不到位.
1.1 识图先识“点”

点是构成图像的基本元素,结合横纵坐标轴物

理量(包括单位和数量级),明确每个“点”的数值含

义,然后回归物理情景,每个点都对应变化过程中的

一个“态”.图像的起点、图像与轴的交点、图与图的

交点、变化过程中的拐点、突变点等都是发展过程中

特殊态,利用这些状态的值,图式结合,从特殊到一

般,顺藤摸瓜,去寻找普遍规律.
【例1】如图1(a)所示,一质最为M 的长木板静

板置于光滑水平面上,其上放置质量为 m 的小滑

块.木板受到随时间t变化的水平拉力F 作用时,用
传感器测出其加速度a,得到如图1(b)所示的a F
图.取g=10m/s2,则

图1

A.滑块的质量m=4kg

B.木板的质量M=6kg
C.当F=8N时滑块加速度为2m/s2

D.滑块与木板间动摩擦因数为0.1
解析:结合情景分析不难发现当外力F较小时,

两者一起运动,当F较大后两者出现了相对运动.图
像的转折点(6N,1m/s2)满足两种情景的规律,另
外点(4N,0m/s2)符合相对运动后的规律,将它们

代入相应的规律式,联立方程可得 M =2kg,m=4
kg,μ=0.1.
1.2 “线”是点的集合 更是状态规律的延伸趋势

结合线的“斜率”和“面积”,拓展物理量组合式

的新含义.
变式1.1:(2014年高考重庆卷第4题)以不同

的初速度将两个物体同时竖直向上抛出并开始计

时,一个物体所受空气阻力可忽略,另一个物体所受

空气阻力大小与物体的速率成正比,下列分别用虚

线和实线描述两物体运动的vt图像可能正确的是

图2

解析:v t图像的斜率表示加速度,受阻力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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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升至最高点,v=0,a=g,即曲线上该点的切线

方向与虚线平行.正确选项为D.
变式1.2:沿电场中某条直线电场线方向建立x

轴,该电场线上各点电场强度E 随x 的变化规律如

图3所示,坐标点0,x1,x2和x3分别与x轴上O,A,

B,C4点相对应,相邻两点间距相等.一个带正电的

粒子从O 点附近由静止释放,运动到A 点处的动能

为Ek,仅考虑电场力作用.则

A.从O 点到C 点,电势先升高后降低

B.粒子先做匀加速运动,后做变加速运动

C.粒子在AB 段电势能变化量大于BC 段的

D.粒子运动到C点时动能小于3Ek

图3

解析:选项A和B考查的是场强的大小和方向,
可以从图像中“点”的坐标值大小及符号中获得相

关信息,粒子一直做变加速运动,电势一直在降低.
C和D选项则从“线”的角度,拓展图像与坐标轴所

夹“面积”大小反映电势差,由此获得功和能量变化

的大小,所以C,D选项均正确.
以题说法:“斜率”和“面积”的应用对跨学科综

合能力的培养是大有裨益的,除了上述提到的函数

曲线外,还有常见的如:a t图面积对应Δv,F v图

面积对应P,W(E)x图斜率表示相应F,U I图斜

率表示R(r)……

2 用图

用图像法来分析某些物理量非线性变化规律

时,显得更游刃有余.
【例2】(2014高考安徽卷第15题)如图4所示,

有一内壁光滑的闭合椭圆形管道,置于竖直平面内,

MN 是通过椭圆中心O 点的水平线.已知一小球从

M 点出发,初速率为v0,沿管道MPN 运动,到N 点

的速率为v1,所需的时间为t1;若该小球仍由 M 点

以初速率v0 出发,而沿管道 MQN 运动,到 N 点的

速率为v2,所需时间为t2.则

A.v1=v2,t1 >t2
B.v1 <v2,t1 >t2
C.v1=v2,t1 <t2
D.v1 <v2,t1 <t2

图4

解析:由于是内壁光滑的闭合椭圆形管道,运动

中只有重力做功,机械能守恒,MON 在同一水平线

上,故v1=v2=v0;初末速度相同,路程一样,可以在

同一坐标系中做出两者的速率关于时间的图像(如
图5所示),可得t1 >t2,所以选项A正确.

图5

变式2:如图6(a)所示,其中R两端电压U 随通

过该电阻的直流电流I的变化关系如图6(b)所示,

电源电动势为7.0V(内阻不计),且R1=1000Ω
(不随温度变化).若改变R2,使AB 与BC 间的电压

相等,这时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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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 的阻值为1000Ω

B.R 的阻值为1300Ω

C.通过R 的电流为1.5mA

D.通过R 的电流为2.0mA
解法1:在同一坐标系中画出R1 的伏安特性曲

线[如图7(a)],根据串联电路的特点得

UR +UR1 =3.5V  IR =IR1

不难找到满足题意值为

IR =IR1 =1.5mA UR =2V
选项B,C正确.

解法2:将BC 部分单独作为电路,电源电动势

为3.5V,将R1视为电源内阻,则此“电源”单独对R
供电,在同一坐标系中作出此电源的路端电压随电

流变化规律图像[如图7(b)],图像交点即电阻R 的

工作点,由此正确选项为选项B,C.

图7

以题说法:利用图像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

人豁然开朗,巧妙解决运用解析法可能复杂或者无

法解决的问题.

3 变图

结合物理量间关系,利用逻辑推理,进行图像的

转化,化曲为直,化难为易.使得所要体现的物理规

律更加直观,简洁.

3.1 化曲为直

【例3】(2015高考安徽卷第21题)某同学为了

测量一节电池的电动势和内阻,从实验室找到以下

器材:一个满偏电流为100μA,内阻为2500Ω的表

头,一个开关,两个电阻箱(0~999.9Ω)和若干导

线.
(1)由于表头量程偏小,该同学首先需将表头

改装成量程为50mA的电流表,则应该将表头与电

阻箱 (填“并联”或“串联”),并将该电阻箱阻

值调为 Ω.
(2)接着该同学用改装的电流表对电池的电动

势及内阻进行测量,实验电路如图8所示,通过改变

电阻R 测相应的电流I,且作相关计算后一并记录

如表1.

图8

表1 实验测量和计算的数据

R/Ω 95.0 75.0 55.0 45.0 35.0 25.0

I/mA 15.0 18.7 24.8 29.5 36.0 48.0

IR/V 1.42 1.40 1.36 1.33 1.26 1.20

  1)根据表中数据,中已描绘出4个点,请将第

5,6两组数据也描绘在图9中,并画出IR I图线;

2)根据图线可得电池的电动势E 是 V,

内阻r是 Ω.

图9

以题说法:此图坐标量的设计就是化曲为直的

思想,如果以直接测得的变量,做得I R 图像,显然

是条曲线,不够直观.考虑到教材中出现的伏安思

想,用IR 来替代U,达到相同的效果.另外也可以结

合表达式的变换得1
E =1ER+r

E
,做1

E R 图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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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较为直观的规律.
变式3.如图10(a)所示,左侧接有定值电阻R=

2Ω的水平粗糙导轨处于垂直纸面向外的匀强磁场

中,磁感应强度B=1T,导轨间距为L=1m.一质

量m=2kg,阻值r=2Ω的金属棒在拉力F作用下

由静止开始从CD 处沿导轨向右加速运动,金属棒

与导轨间动摩擦因数μ=0.25,g=10m/s2.金属棒

的速度 位移图像如图10(b)所示,则从起点发生

s=1m位移的过程中

A.拉力做的功W =9.25J

B.通过电阻R 的感应电荷量q=0.125C

C.整个系统产生的总热量Q=5.25J

D.位移为1m时金属棒的热功率1W

图10

解析:由图10(b)得,ΔvΔx=ΔvΔt
·Δt
Δx=a

v
,随着速

度增加,加速度也在增加,变加速运动,因此拉力随

着安培力的变化,很复杂,应先解决安培力做的功,

再由动能定理求拉力做功,安培力也是变力

FA =B2L2v
R+r=v

4=12x

将v x 图像转化成FA x 图像,便可由图像与

坐标轴所夹面积,求其做的功为0.25J,由此不难得

到正确选项为A,C,D.

3.2 化难为易

变式4:(2014年高考广东卷第34题)某同学根

据机械能守恒定律,设计实验探究弹簧弹性势能与

压缩量的关系.

(1)用滑块压缩弹簧,记录弹簧的压缩量x;释

放滑块,记录滑块脱离弹簧后的速度v,释放滑块过

程中,弹簧的弹性势能转化为 .
(2)重复第一步中的操作,得到v与x 的关系如

图11(b).有图可知,v与x成 关系,由 上述实验

可得结论:对同一根弹簧,弹性势能与弹簧的

成正比.

图11

以题说法:在探究性实验和验证性实验中,图像

法作为数据处理的方法,更有它举足轻重的地位.探

究弹性势能与形变量关系,结合已有的规律只要探

究滑块动能与形变量的关系,进而只要探究滑块获

得的速度大小与形变量的关系,这种“曲线救国”的

设计,使测量变得简单,误差小,规律的体现也更加

的直观、准确.
总结与展望:物理乃万物之理,这其中的“理”

呈现方式有很多,图像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学语言是

呈现物理规律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将静态的毫无生

机的语言,枯燥的公式和抽象的规律演变成坐标系

中一条条生动的曲线,带领我们从已知通向未知,这

也象征着物理学是一门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动态的自

然科学.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看图说话”“用

图说话”“变图说话”,使物理的图像成为物理学研究

及解题过程中“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具体”的重要工

具,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提取有

效信息的能力,数形结合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符

合新课改提出的为了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目标和以

生为本,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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