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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物理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对概念和题目把握不准确,造成理解偏差和做题失误.从实例角度讨论对

概念、实际应用中关键词、字的对比、分析、深化.引导学生掌握物理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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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科目在平时的教学和训练中,强调学科知

识的理解应用,对相当部分知识点并不要求一字不

差地进行背诵,这一点和语文、英语等文科类学科要

求不同.常听见学生的反应:“课程听懂了,练习也做

了,为什么考试还老是出错? ”教师评价往往是:

“粗心大意,练习不足”.仅仅是粗心吗? 仅仅是练习

不足吗? 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对物理学科知识的认

识,特别是细化的知识学生把握不足,若无教师进行

相似知识点的对比、分析,学生很容易混淆,最终在

做题时体现出来.在日常教学中,笔者十分重视一些

关键词语的分析对比,常告诫学生:“学习物理,也是

需要“咬文嚼字”的.”

1 注意概念中的“字眼”

学生对基本物理概念的了解掌握过程中,知识

的重点、难点往往被他们孤立起来,单独进行记忆,

这不是物理学科正确的学习方法,对于多数学生也

存在着记忆的难度,而教会他们对相似知识点的比

对,充分理解一个知识点同时连带搞清楚了另外一

个甚至更多的知识点,何乐不为?

【例1】在高一学习“加速度”一节中,出现了“速

度的变化量”和“速度的变化率”,(在此不讨论前后

速度方向不在同一直线上的情况)两个概念就有很

大的差别.“速度的变化量”指的是前后速度的变化

多少,而“速度的变化率”是前后速度的变化多少与

所需时间的比值,定义上就是加速度.
一字之差,概念和意义就有天壤之别,这类概念

性区别要求比较严格,常常在选择题中出现,学生失

误率在历次考试中都很高,所以对概念的“咬文嚼

字”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 发掘“字眼”里的深层含义

教材中很多用词非常严谨,若不细细品味其中

的含义,往往会忽略其中细微的变化,这需要我们深

挖细掘.
【例2】教材对电感特点做“通直流,阻交流”描

叙,对电容器特点做“通交流,隔直流”描叙,很多学

生简单理解为交流电可以通过电容器,电容器不能

通过直流电,而直流电可以通过电感,电感不能通过

交流电.但为什么对电感描叙用“阻”,对电容描叙用

“隔”? 深研后我们知道:电感不是对所有交流电都

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对低频交流电,同一电感的感抗

是相对比较小的,就出现有“通低频,阻高频”的情

况,而电容器在原理工作上两极是不接通,任何类型

的直流电都不可能通过电容器.
电容器和电感对比属于知识点横向联系对比,

在知识点纵向联系对比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
【例3】“感应电动势”“感生电动势”和“动生电

动势”,单看名字就容易混淆,不少学生甚至将它们

当做相同的物理量.教材中对“感应电动势”有比较

详细的描述:“要使闭合电路中有电流,这个电路中

必须有电源,因为电流是由电源的电动势引起的.在

电磁感应现象里,闭合电路里既然有感应电流,那么

这个电路中也必定有电动势,在电磁感应现象中产

生的电动势叫做感应电动势”.细细挖掘,会发现三

种名称在成因上是有差异的.产生“感应电动势”有

两种方法:(1)使闭合电路的磁通量改变.电路中产

生的电动势为“感生电动势”,起源于变化磁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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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旋电场,使用ε=ΔΦΔt
计算,用楞次定律进行判

别.(2)用一段导体在匀强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

动,电路中产生感应电动势叫“动生电动势”,起源于

洛伦兹力,使用ε=Blv 计算,用右手定则判别.
一字之差,深化分析后可以挖掘出有那么多不

同,“咬文嚼字”对学生理解能力提升裨益良多.

3 练习题目中对关键条件 “咬文嚼字”的应用

学生练习该怎么做? 很多学生,对练习的态度

是多多益善.认为多做练习是提高成绩的王道.我们

要承认确实需要有一定量的练习才能巩固知识、提
高能力.但量多质不高,只做题不对比是很多人的通

病.要强调做题时,从题干描叙中迅速抓住关键字

眼,通过对“关键词”“关键字”的“咬文嚼字”,吃通

吃透,确定含义,避免再遇上同类的题型,出现“似曾

相识,却茫茫然无从下手”.
【例4】题干描述:“一辆初速度为10m/s的汽

车,保持匀速直线运动在第10s内的位移”.对于这

样一段文字,我们应如何咬文嚼字呢?
(1)学会标记关键词,区别类似.
(原句)一辆以10m/s运动的汽车,保持匀速直

线运动在第10s内的位移

(对比)一辆以10m/s2 运动的汽车,保持直线

运动在10s内的位移

做上标记后,马上就看出两者在速度描述、运动

状态、时间界定上的不同.学会标记和鉴别关键词,

避免做题“似曾相识却茫然”.
(2)对关键性“字眼”要进行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不能只停留在概念本身,要对关键的字、词做对

比扩展,将概念联系起来,区别出来,达到举一反三

的效果.以上题为例,就要进行m/s和m/s2、匀速直

线运动和直线运动、10s内和第10s内,3个方面的

联系对比:

1)m/s为速度单位,读“米每秒”,m/s2 为加速

度单位读“米每秒平方”.两个单位完全不同.一不小

心就会看漏.
2)“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在力学上是平衡

标志.“一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的汽车”,其合力为

零,加速度为零,速度无变化,扩展一下:若是“一辆

直线运动的汽车”,合力就有不确定性,就有加速、匀

速、减速3种可能.
3)常用到的时间概念:1s,2s,3s,…,(时间

段,时间间隔逐次增加)第1s末,第2s末,第3s
末,…….(时间点),第1s内,第2s内,第3s内,
……(时间段,时间间隔均为1s).在第10s内即为

在10s的最后1s.时间间隔为1s,而不是10s.
对每个概念的把握准确,学生在做题时就不会

不知所问,甚至于答非所问了.
(3)鉴别变化本质,探求其中深层原因.
【例5】玻尔模型中电子跃迁问题:

电子吸收能量10.2ev的光子从氢原子的基态

跃迁到n=2轨道.
电子吸收能量10.2ev的电波从氢原子的基态

跃迁到n=2轨道.
电子受到能量10.2ev的电子撞击从氢原子基

态跃迁到n=2轨道.
电子的跃迁,吸收的能量必须是两能级差10.2

ev,但光子和无线电波能量等于10.2ev就发生跃

迁,而电子必须要大于10.2ev,为什么? 本质上来

讲光子和无线电波没有质量,只能完全被电子吸收.
而电子是有质量的,两个不能忽略质量的电子与电

子碰撞,就不是完全的吸收能量.掌握了这个本质,

区别也就不困难了.
综上所述,培养学生在练习中对关键字的敏感

度,是迅速提高学生解题能力的重要手段.

4 结束语

在物理学习的过程中“咬文嚼字”,本质上就是

对物理的重点、难点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挖掘,在学

习过程中举一反三.对不同情况的不同变化,本文所

涉只不过是万中取一,提出的观点,仅为抛砖引玉,

为同行参考共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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