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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物理解题分析物体的运动时,一般离不开v t图像,以致x t图像分析会有更好效果时也想不到

采用x t图像.本文根据x t图像反映物体位置随时间的变化关系的特征,举例说明在处理一类物体间位置关系

问题时,应采用x t图像进行分析.
关键词:x t图像  位置关系  物理情景

  高中物理解题涉及到物体的运动分析时,常用

vt图像,vt图像的运用在高中物理解题中非常广

泛而且实用,以至在分析物体的运动时让人遗忘了

运动图像中的x t图像.其实当涉及到物体之间的

位置关系这类问题时,应用x t图像分析更为方便

直接.
下面用x t图像分析几例不同情况下物体的位

置关系问题.

1 运动性质不明的位置关系

【例1】某人上午8时从山下大本营出发上山,

下午4时到达山顶.次日上午8时从山顶沿原路返

回,中午12时回到山下大本营.那么两天中他可能

在同一时刻经过途中同一地点吗?

这是一道有点像脑筋急转弯的题,考查学生分

析问题的能力.
由于题中缺乏细致的条件,上山、下山时变速、

停止运动、甚至于往返等过程都有可能存在,不可能

通过计算确定.感觉上存在是是非非的情况.
如果换用x t图像就比较简单了,假设路径为

直线(不影响问题的解答),以8时为计时起点,山下

大本营为位移起点,山上大本营为位移终点,作出

x t图像,如图1所示.
由图易知上山和下山图线必有交点,即存在同

一时刻到达同一位置.

图1 例1题图

2 往复运动中的位置关系

【例2】如图2所示,甲乙两物体从同一位置、同
时出发,甲做匀速直线运动,速度为1m/s,乙初速

度为8m/s,做周期性往复运动,则甲乙在出发后相

遇次数为

A.6次   B.7次   C.8次   D.9次

图2 例2题图

本题的位置关系,由于涉及到往复运动,情景关

系复杂,直接难以找到相遇条件.简单计算后,作出

x t图像尝试,如图3所示,则位置关系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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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图中可轻易看出此类问题的相遇条件.

图3 例2中x t图像

3 涉及平面空间的位置关系

【例3】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姑娘们的

顽强拼搏精神与完美配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图4所示,某次比赛中,球员甲接队友的一个传

球,在网前L=3.60m处起跳,在离地面高H=3.20
m处将球以v0=12m/s的速度正对球网水平击出,

对方球员乙刚好在进攻路线的网前,她可利用身体

任何部位进行拦网阻击.假设球员乙的直立和起跳

拦网高度分别为h1=2.45m和h2=2.90m,取g=
10m/s2.下列情景中,球员乙可能拦网成功的是

A.乙在甲击球时同时起跳离地

B.乙在甲击球后0.10s起跳离地

C.乙在甲击球后0.20s起跳离地

D.乙在甲击球后0.25s起跳离地

图4 女排比赛示意图

这是一道模考试题,涉及到空间位置关系,且题

意条件模糊,物理图景不清晰,在明确为多选题的情

况下,学生竟然深感难以下手.
同样可以采用x t图像描述排球和人在竖直方

向位置关系,简单计算后,作出x t图像如图5所

示.由x t图像可以清晰地知道,问题要判断的是排

球击出后0.3s的时刻,人拦网的位置高度与球所在

的位置高度关系.显然通过应用x t图像分析,本题

的物理图景变得清晰了,问题也变成了简单的计算.

图5 用x t图像描述排球和人在竖直方向的关系

4 多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

【例4】(2012年高考上海卷第10题)小球每隔

0.2s从同一高度抛出,做初速为6m/s的竖直上抛

运动,设它们在空中不相碰.第一个小球在抛出点以

上能遇到的小球数为(取g=10m/s2)

A.3个   B.4个   C.5个   D.6个

问题的困难在于研究的对象涉及到多个物体,

直接处理难以找到问题的切入点,难以确定判断小

球个数的条件.
简单计算后,作出x t图像,如图6所示.问题

情景显然可见,答案也清晰出现.

图6 例4中的x t图像

再看一例江苏的高考题.
【例5】(2015年高考江苏卷第5题)如图7所示,

某“闯关游戏”的笔直通道上每隔8m设有一个关

卡,各关卡同步放行和关闭,放行和关闭的时间分别

为5s和2s.关卡刚放行时,一同学立即在关卡1处

以加速度2m/s2 由静止加速到2m/s,然后匀速向

前,则最先挡住他前进的关卡是

A.关卡2   B.关卡3  
C.关卡4   D.关卡5

图7 “闯关游戏”中各卡及间距

考场中初见此题,意志薄弱的学生肯定会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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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压轴题的多解分析及教学启示
——— 以2016年高考全国 Ⅰ 卷第25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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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收稿日期:2017 03 14)

摘 要:对2016年高考全国Ⅰ卷物理第25题中弹性势能的求解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给出了多种解法,突出了物

理过程模型在解决物理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一线教师应注重模型教学,让学生透彻理解物理概念,学会分析物

理情境以正确建立物理过程模型,从而减轻学生认知负担,促进自主学习.
关键词:2016高考  物理过程模型  建模教学

  2016年高考全国理综 Ⅰ 卷物理试题充分体现

了以主干知识与核心概念为载体[1],紧密联系由课

程标准和教材转向课堂教学的课改焦点[2],着重考

査了学生的物理学科素养,尤其注重考查学生的综

合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能力.其中,第25题作为力

学综合压轴题,将斜面、弹簧及圆弧轨道等传统实物

材料[2]进行组合并创设出新的物理情境,在体现物

理与科学、生活及社会密切联系的同时,凸显了物理

过程模型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物理过程模型是指在物体运动变化过程中根据

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在包含多种复杂因素的物

理过程中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而建立的能

够揭示事物本质的理想过程[3].其作为物理学的核

心内容,充分体现物理科学核心素养,学生经历物理

模型的建构过程,可获得对知识深刻而全面的理解

并发展自己的模型建构能力[4].2014年全国卷、

2015年全国卷和2016年上海卷的力学压轴题分别

以刹车情境、碰撞和风洞实验为载体考查了匀变速

直线运动、平抛运动和自由落体运动等重要物理过

程模型,2016年全国卷又深入考查了匀变速直线运

动和平抛运动,可见能充分反映物理核心知识点的

物理过程模型在教学中已愈显重要.因此,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能否有效

头脑充血的感觉.能够出现这样的考题显然跟江苏

高考物理是单科卷有关,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冷静下

来进行严谨的思考,理综卷更重视学生的熟练程度,

不会留给学生充足思考的时间.
看问题解析,也许不会有很特别的难度感觉,甚

至感觉很轻巧.主要是命题者在顺向思维的情形下,

思考问题当然会变得简单.对解题者而言,影响的因

素却有很多,主要的影响因素是问题情景不清晰.其
实本题也是一个多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问题.

简单计算后,作出x t图像,如图8所示.其中,

关卡关闭时用黑实线表示,若运动图线与黑实线相

交,则人被挡住.即,可以计算出关卡关闭前瞬间人

的位置和关卡关闭后瞬间的位置,关闭前瞬间的位

置在关卡前,而关闭后瞬间在关卡后,则人被关卡挡

住.

图8 解析“闯关游戏”做出的x t图像

综上所述,x t图像本身直接反映了物体间的

位置关系,当问题涉及到物体间复杂的位置关系分

析时,x t图像可以让复杂的题意情景更加清晰、简
洁,问题由此变得直截了当.

—35—

2017年第9期               物理通报               解题思路与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