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
췍 췍

췍췍

短 文 荟 萃

浅谈两道学生的“较真”问题

周红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收稿日期:2020 01 13)

随着年龄和教龄的增长,多年的教学经验使笔

者对许多经典的物理习题及解答了然于胸,习以为

常,形成了思维定式,不加思索,也懒于深究,直到遇

到几个爱“较真儿”的学生,对笔者不以为然的习题

提出了他们的思考,才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反思教

学,感到受益匪浅.下面浅谈两例.
【例1】关于平抛运动,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平抛运动是一种变加速运动

B.做平抛运动的物体加速度随时间逐渐增大

C.做平抛运动的物体,每秒内速度增量相等

D.做平抛运动的物体,每秒内位移增量相等

【例2】如图1所示,把一个重为G的物体,用一

个水平推力F=kt压在竖直的足够高的平整墙上,

从t=0开始物体受到的摩擦力Ff随时间t的变化关

系图是(  )

图1 例2题图

对这两个选择题,稍有经验的教师一定对解答

过程轻车熟路,在这里就不赘述,但爱思考的学生并

不都是“师云亦云”的.

较真儿问题1:“为什么选项D不对呢? 平抛运

动相等时间内位移增量和速度增量都是矢量差,方

向应该都是竖直向下,大小由竖直方向做匀加速运

动来看也是相同的啊? ”笔者猛然还真被问住了

——— 从前每每讲到平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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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是只提速度增

3 结论与思考

抛体运动问题在涉及速度方向(如对应于抛射

角问题)的讨论中,应用位移平行四边形辅助进行

分析,提供了抛体运动的一种全新的几何视角,并可

将问题适当简化,比如将“铅球最远射程”和“斜面

上抛体的最远射程”两种问题,统一到“初、末速度

相互垂直”的相同条件上,甚至对于某些“抛体的最

小速度”问题,也可统一到这个条件上来.
抛体运动的位移平行四边形在数学上与“抛物

线的阿基米德三角形”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抛物线

的焦点弦两端点切线相互垂直”就与“斜面上抛体

的最远射程对应初末速度相互垂直条件”相对应,

因此,抛体的位移平行四边形对数学中抛物线性质

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这充分体现了数学

与物理之间相互融合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1 程稼夫.中学奥林匹克竞赛物理教程(力学篇)[M].合

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15~29

2 程稼夫.中学奥林匹克竞赛物理讲座[M].合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5~10

—821—

2020年第9期                 物理通报               短文荟萃



量相等,而没提过位移增量相等啊 ——— 笔者着实思

考了一阵,后来通过查找资料得到启发,终于恍然大

悟,问题出在了题中“每秒内”隐含着“任意每秒内”

还是“相邻每秒内”的区别上:速度增量是在任意相

等时间内都相等,位移增量是在相邻相等时间内才

相等,即在如图2所示的时间轴上,tAD =tDG =tBE =

tCF =…=1.5s,显然它们是任意相等时间但不是相

邻相等时间,而tAC =tCE =tEG =1s,它们是相邻相等

时间,如果选项D是“相邻每秒内位移增量相等”那

就是对的.

图2 时间轴

较真儿问题2:“选项B中的最高点Ff是不是等

于2G,或者第一次达到G和第二次回到G 的时间是

不是相等? ”这个问题是一个平时思维非常敏捷的

男生凭直觉想到并提出来的,也是笔者之前没有思

考过的,相信也是很多同仁没有想过的.为此笔者查

了很多版本的这道题,发现大多数的Ff t图都是大

致定性画的,既没有t2=2t1 的意思,也没有Ff=2G
的意思,但在一本十几年前的老资料书中,终于查到

了最接近这种定量结果的原题,如图3所示.

图3 查到的某资料书中的题目

于是笔者继续试着用牛顿第二定律结合运动学

图像,推导了这个过程:当Ff<G时,G-μkt=ma,

即a随t线性减小,当Ff=G即t1=G
μk

时,a=0,v达

到最大,接下来Ff>G,μkt-G=ma,即a方向向

上,大小随t线性增大,根据分析画出at图像及v

t图像,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图像都具有对称性,故

t2=2t1 得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证明:

(1)物体变加速的位移等于变减速的位移;

(2)原题中Ff t图像确有Ffmax =2G .

由此笔者想到,以后这个题可以随着学生学习

的深入,进行很多的变式训练,加入功、能量、动量等

知识点的考查,对锻炼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还

真是一道不错的“母题”呢.

图4 运动图像

通过这两个实例,笔者不仅很欣慰地看到了学

生们活跃的物理思维,还非常庆幸自己没有在当时

对学生的“较真儿”问题随意敷衍或不了了之地简

单处理,比如说“选项D怎么可能对! 时间为什么要

相等啊! ”等等,这样既对学生不负责任,也会错失

与学生共同进步的机会,自己要感谢学生们,正是他

们的“较真儿精神”促进了我们教学相长,不忘初

心,把教书育人当做职业使命,砥砺前行,朝着更高

的教学水平迈进.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国家的教育

事业,笔者还需向学生学习,向身边的人学习,时时

“较真儿”,题题“较真儿”,争取做一个幸福的智慧型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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