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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不要太较真

王晓伟  唐京武

(湖南科技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收稿日期:2016 05 14)

高中学生普遍感到物理难学,太过抽象,概念难

懂,做题目更难.带着害怕心理与逃避的心理放弃了

物理的学习.高中校园内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物

理太难学了”.那么高中物理难学的原因何在呢? 其

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过于较真.当然,虽然我们

在教学过程中一直向学生强调做题要严谨、考虑周

全,但是,有些物理题目,还真不能太较真.
像这样一道物理题:塔吊吊起货物沿竖直方向

匀速上升的过程中,下列关于钢丝绳对货物的拉力

及其功率变化的说法正确的是

A.拉力增大,功率不变    

B.拉力不变,功率变大

C.拉力减小,功率不变    

D.拉力不变,功率不变

这是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仿真试卷上

的题目,难度当然不会太大.正常的解题思路:要求

判断货物受到的拉力如何变化,既然涉及到了受力,

就要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而要求拉力的功率,由功

率公式P=Fv 可知,要判断功率的变化,还是要解

决拉力如何变化的问题.所以,要解决此题,首先要

对货物进行受力分析.货物在被塔吊吊起的过程,受

到的力有货物自身的重力G和钢丝绳对货物的竖直

向上的拉力F,因为货物是匀速上升的,所以货物处

于一个平衡状态,所受合力应该为零,因此F=G,拉

力不变.对于P=Fv 这个公式来说,因为拉力F 不

变,货物又是匀速上升,即v不变,所以功率P 也是

不变的.因此选D项.但是如果对于该题过于较真的

话,我们在解题的过程,就会发现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既然做题要严谨,那么此题没说忽略阻

力,则货物在被向上匀速吊起的过程中一定还会受

到空气的阻力,根据受力平衡列式子F=G+f,但

是此题中货物上升过程中空气阻力如何变化的我们

不得而知,所以,没办法判断拉力如何变化.对于这

种情况,很显然是过于较真造成的,而物理题目在很

多时候也往往不可能把限制条件阐述详尽,就造成

了这样的情况.当然,对于已经有了从教经验的教师

来说,这类问题其实很好解决,高中物理讲求的是忽

略次要问题,考虑主要问题,所以对于这个题目,即

使没说忽略空气阻力,但是由于货物上升过程中空

气阻力的大小相比货物自重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

所以就忽略不考虑了.但是,对于刚接触高中物理的

学生,甚至接触了一段时间的学生来说,由于他们考

虑问题太过于较真,反而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导

致解不出题目来.
第二,忽略了空气阻力,由于货物在上升过程中

匀速运动,所以F=G,我们认为拉力不变,但是,货

物重力G=mg,而对于同一地点来说,高度越高,g
值越小,货物在被塔吊吊起的过程中,高度在升高,

g值变小,所以G 减小,F 也应减小.这样的话,题目

又无解了.这种情况,也是过于较真造成的.我们应

该可以看出本题命题者很明确要考查的就是两个方

面:一是平衡状态,二是功率的公式.所以,虽然随着

货物的上升g值在减少,但是,由于塔吊吊起的高度

是有限的,在这样有限的高度变化中,g值的变化就

更加微乎其微了,所以应该忽略g值的变化.
让我们再来看一道高中课本上的题目,人教版

《物理·必修1》第四章第三节“牛顿第二定律”课后

问题与练习的第二题.原题是这样的:一个物体受到

F1=4N的力,产生a1=2m/s2的加速度,要使它产

生a2=6m/s2 的加速度,需要施加多大的力? 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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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题目,很多学生都会想到运用牛顿第二定律

的公式F=ma进行求解,但是在代入物理量的过程

中,有些学生就会犯难,因为对于牛顿第二定律这个

公式,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公式中的F指的是物体受

到的合力,而不是受到的某个力,但很显然,题中的

4N的力说得很模糊,到底是拉力、推力还是合力?

除了这4N的力,还受不受到阻力? 这些问题都不

得而知,所以就无从下手了.而如果就把这4N的力

当成合力来计算,就很容易得出结果了.
以上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如果对于物理问题

太过于较真,往往就会变简为繁,不仅题目做不出

来,还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对于高考的考试来

说,无异于给别人当垫脚石.所以,学生在解物理题

的时候,一是要学会化繁为简的这种解题思想,对于

一些次要因素,学会忽略,借助于题目已有的条件,

对问题进行求解.二是要理清命题者要考查的知识

点,避免陷入一个思维的误区,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

矢、游刃有余.

极化率和磁化率的关系式

王洪吉

(天津理工大学理学院  天津  300384)

(收稿日期:2016 04 11)

在经典电磁理论中,有一些是关于介质极化和

磁化的方程.按照常理,利用这些方程以及一些电磁

场的物质方程和麦克斯韦方程组,原则上可以解决

所有宏观介质中的电磁现象.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有许多介质中的宏观电磁现象不能得到很好的解

释.如铁磁性、磁致电阻、多铁,等等.是不是还存在

一些关于介质的电磁规律的方程没有被发现呢?

1 极化磁化新方程

在经典电磁理论中,有一些是关于介质极化和

磁化的方程.如

   Ñ×M=-∂P∂t+Jj (1)

    Ñ·P=-ρp (2)

式中P和M 分别为介质的极化强度和磁化强度,c
为真空中的光速,ρp 和Jj 分别为介质的极化电荷密

度和诱导电流密度.根据式(1)和式(2),笔者还利

用八元数方法给出了一些新的极化和磁化方程

    Ñ·M=0 (3)

   Ñ×P=1c2
∂M
∂t

(4)

式(3)说明磁化过程中不会产生磁荷,众所周

知,磁荷是不存在的,无疑是正确的.式(4)说明变

化的磁化场,产生涡旋的极化场,磁化过程和极化过

程是相互关联,共同存在的.式(1)~ (4)与麦克斯

韦方程组类似,根据式(1)~(4)还可以得到极化强

度和磁化强度的波动方程[1].证实了极化波和磁化

波也可以光速c在介质中传播.

2 极化率和磁化率的关系式

在线性各向同性介质中,极化强度

    P=χeε0E (5)

式中χe称为介质的极化率,χe=εr-1,εr为相对介电

常数,ε0 是真空中的介电常数,E 为电场强度.磁化

强度

  M=χmH=
χm

(1+χm)μ0
B (6)

式中χm为磁化率,μ0 为真空中的磁导率,B 为磁感

应强度.把以上两式代入式(4),得

   χeÑ×E=
χm

(1+χm)
∂B
∂t

(7)

再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Ñ×E=-∂B∂t
(8)

得

    -χe=
χm

1+χm
(9)

上式两端都是没有量纲的物理量,因此式(4)两端

的量纲相同.因为εr=1+χe,得

     εr= 1
1+χm

(10)

空气既是电介质又是磁介质,还是线性介质.在空

气中εr=1.00054,χm=30.36×10-5,代入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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