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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届物理高考都渗透着对称思维能力的考查,并且这种趋势在将来的命题中会更加明显.本文仅就对

近几年的几道高考试题的剖析,兹以说明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对称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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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背景

物质世界总存在某些对称性,使得物理学理论

也具有相应的对称性,从而使对称问题普遍存在于

各种物理现象和物理规律中.要处理好对称问题,就
要有相应的对称思维.

在高中物理模型中,对称性模型占据相当大的

比例.比较典型的如圆周运动模型、简谐运动模型及

抛体运动模型等.
历届物理高考都渗透着对称思维能力的考查,

并且这种趋势在将来的命题中会更加明显.因此,在
物理教学中,注重学生对称思维能力的培养尤为重

要.

2 高考题剖析

近几年的物理高考中,考查考生对称思维能力

的要求明显的加强.命题立足点新颖,取材广泛.
【例1】(2014年高考山东卷第18题)如图1所

示,场强大小为E,方向竖直向下的匀强电场中有一

矩形区域abcd,水平边ab长为s,竖直边ad长为h.
质量均为m,带电荷量分别为+q和-q的两粒子,

由a,c两点先后沿ab和cd方向以速率v0 进入矩形

区域(两粒子不同时出现在电场中).若不计重力,两
粒子的轨迹恰好相切,则v0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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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例1题图

剖析:关键点在于切点(对称点)位置距矩形区

域的上下边界ab和cd 的距离相等,都等于h
2
;距矩

形区域的左右边界ad 和bc也相等,都等于s
2.因此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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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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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正确选项是B.
【例2】(2015年高考山东卷第20题)如图2(a)

所示,两水平金属板间距为d,板间电场强度的变化

规律如图2(b)所示.t=0时刻,质量为m 的带电微

粒以初速度v0 沿中线射入两板间,0~T
3

时间内微

粒匀速运动,T 时刻微粒恰好经金属板边缘飞出.微
粒运动过程中未与金属板接触,重力加速度为g.关
于微粒在0~T 时间运动的描述,正确的是

A.末速度大小为 2v0
B.末速度沿水平方向

C.重力势能减少了1
2m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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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克服电场力做功为mgd

图2 例2题图

剖析:关键点是根据qE0=mg,判断出T
3~2T3

内与2T
3 ~T内微粒受到的合外力大小相等,都等于

mg,而方向相反,并而绘制出微粒在T
3 ~T 内具有

对称性的运动轨迹,轨迹的拐点(对称点)在2T
3

时

刻距下极板d
4

处,如图2(c)所示.因此,根据重力和

电场力做功的特点和轨迹的对称关系,容易判断出

正确的B,C选项.
【题3】(2013年高考全国卷第15题)如图3所

示,一半径为R 的圆盘上均匀分布着电荷量为Q 的

电荷,在垂直圆盘且过圆心c的轴线上有a,b,d3个

点,a和b,b和c,c和d之间的距离均为R,在a点处

有一电荷量为q(q>0)的固定点电荷.已知b点处

的场强为零,则d点处的场强大小为(k为静电力常

量)

A.k3qR2    B.k
10q
9R2   

C.kQ+q
R2   D.k9Q+q

9R2

图3 例3题图

剖析:关键点是首先明确圆盘就是一个对称体,

均匀带电的的对称体在关于其对称的位置产生的场

强是等大反向的.因此

EQb =-EQd

根据b点处的场强为零可得

EQb = EQd =Eqb =kq
R2

因此,EQb 方向向左,EQd 方向向右.所以d点处

的场强大小为

Ed =Eqd +EQd =

k q
(3R)2+kq

R2=k10q9R2

因而,选项B正确.
【例4】(2015年高考山东卷第18题)直角坐标

系xOy中,M,N 两点位于x 轴上,G,H 两点的坐标

如图4所示,M,N 两点各固定一负点电荷.一电荷

量为Q 的正电电荷置于O 点时,G 点处的电场强度

恰好为零,静电力常量用k表示,若将该正点电荷移

到移到G 点,则 H 点处场强的大小和方向分别为

A.3kQ4a2
,沿y正向   B.3kQ4a2

,沿y负向

C.5kQ4a2
,沿y正向   D.5kQ4a2

,沿y负向

图4 例4题图

剖析:关键点是明确 M,N 两点的负点电荷在

G,H 两点产生的场强具有对称性,且EH- 沿y轴负

向,EG- 沿y轴正向.根据+Q放在O 时,EG=0可得

(下转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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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本文从波动方程入手,推导出弦振动时产生驻

波的方程;得出弦振动形成驻波时,波长、弦中张力、
频率和弦线密度之间的关系.对弦振动的实验数据

采用最小二乘法处理,并用 OriginPro7.5软件对

lnλ~lnT进行了线性拟合,分析了相对误差.此外,
本文用分析天平求弦线线密度时,计算了其不确定

度,并采用两种方法计算了弦线上行波的波速,对比

了两种波速的误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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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rocessingandErrorAnalysis
inHomogeneousChordVibrationofSolid

ZhangChun YangNing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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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ingvibrationisabasicexperimentandingeneralphysicsmechanics,Stringvibrationresearchis

alsotheclassicalexampleofastandingwavein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Inthispaper,themassoftheString
ismeasuredbytheanalyticalbalance,andthelineardensityofStringanditsuncertaintyarecalculated.Then,the

experimentaldataaredealedwithbytheleastsquaremethodandrealizeslinearfittingwiththeoriginmethod.

Finally,usingtwomethodstocalculatethewavevelocity,theerrordegreeofwavevelocityis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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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 EG- =EQG =kQ
a2

所以,+Q 放在G 时,H 点场强大小为

EH =EQH +EH- =kQ
a2-k Q

(2a)2=k3Q4a2

方向沿y负向.所以,选项B正确.

3 结语

利用对称思维分析对称性物理问题,关键是能

否敏锐地看出和抓住对称问题的某一方面的对称特

点.很多对称模型极具隐蔽性,需要结合一定的基础

知识甚至是跨学科知识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
学生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是其思维模式的体

现,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教师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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