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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一题多解”“多解归一”“一题多问”“一题多变”“多题归一”等方法可以提升学生的总结归纳能

力,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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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如何在教学中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总结归纳能

力? 适当的时候进行“一题多解”“多解归一”“一题

多问”“一题多变”“多题归一”等方法是很好的解决

方案.
“一题多解”是指同一道题目用不同的方法均

可以得到正确答案,可以是基于不同物理规律运用

的一题多解,可以是基于不同研究角度的一题多解,
可以是基于不同数学手段的一题多解,可以是基于

不同思维方法运用的一题多解.“一题多解”是思维

发散的过程.
“多解归一”是将不同的解法进行比较,寻求其

共同点,去抓住不同方法背后最核心的本质规律,是
思维收敛的过程.

“一题多问”是在同一个背景下对这个题目进

行追问,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考查某一物理模型或

过程.
“一题多变”是将题目解完之后,更改题目中的

条件,拓宽对题目的理解.
“多题归一”是指将以往与此题相类似的题目

进行对比归纳,寻求不同题目相同的解决方案,是在

更高的视角上去审视此题.

2 教学实践

下面以高一一次阶段性测试题的压轴题讲评为

例说明以上方法的应用.
【题目】如图1所示,某工厂输送物件的传送系

统由倾角为30°的传送带AB 和一倾角相同的长木

板CD 组成,物件和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因数μ1=
3
2
,

与木板的动摩擦因数μ2=
3
15.传送带以v0=4m/s

的恒定速度顺时针转动.现将物件P 无初速置于传

送带A 点,发现当物件到达B 端时刚好相对传送带

静止,到达 D 点时速度恰好为零随即被机械手取

走.物件可以看成质点,皮带与木板间可认为无缝连

接,重力加速度g=10m/s2.求:
(1)传送带的长度L1;
(2)木板的长度L2以及物件从A到D 所需的时

间T;
(3)假如机械手未能在D 点及时将物件取走,

导致物件重新下滑,则此后它第二次向上返回木板

时离C点的最大距离.

图1 题目示意图

说明:考虑到高一学生对于通项归纳掌握得还

不是很好,在第(3)问设置时将初稿中的“第四次”

改为“第二次”以降低难度,在讲评时可以就通项归

纳再做进一步补充.
解答:(1)、(2)略.第(3)问笔者准备了两种解

法,分别从动力学角度和能量角度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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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题多解”

解法1:动力学角度

从D 点向下运动,受力分析如图2所示.

图2 解法1受力分析图

由牛顿第二定律有

mgsinθ-μ2mgcosθ=ma1

过C点时速度为v1,有

v21=2a1L2
设过C点后向下滑行L′后物件速度减为零,下滑过

程中加速度大小为a2,则有

μ1mgcosθ-mgsinθ=ma2

v21=2a2L′
再次返回C点时加速度大小为a′2,则

μ1mgcosθ-mgsinθ=ma′2
可得a′2=a2,所以返回C点时速度大小仍为v1.

设物件滑过C点后向上运动x1 后停止,向上减

速过程中加速度大小为a3,则

mgsinθ+μ2mgcosθ=ma3

v21=2a3x1

解得 x1=23L2

同理得第二次上滑过C后还能再上滑

x2=23x1

即 x2=1627m

解法2:能量角度

设第一次下滑经过C 点再下滑L′后速度减为

零,下滑过程由动能定理得

mgL2sinθ-μ2mgL2cosθ+
mgL′sinθ-μ1mgL′cosθ=0

设第一次上滑过C点后还能再上滑x1,上滑过程由

动能定理得

μ1mgL′cosθ-mgL′sinθ-

μ2mgx1cosθ-mgx1sinθ=0

解得 x1=23L2

同理得第二次上滑过C后还能再上滑

x2=23x1

即 x2=1627m

解法3:学生甲补充的

学生甲:我们可以判断物件下滑过C 点后减速

至零再返回C点的过程中加速度大小和方向都没有

变化,所以再返回C 点时速度大小不变,于是可以

“略去”过C点后的下滑过程,可以直接对从D 点下

滑至第一次到上滑返回木板最高点的过程进行

分析.
由动能定理得

mg(L2-x1)sinθ-μ2mg(L2+x1)cosθ=0

得 x1=23L2

同理x2=23x1,即x2=1627m.

解法4:学生乙补充的

学生乙:受学生甲的启发,直接对从D 点下滑

至第一次到上滑返回木板最高点的过程进行分析,

不用分析加速度因素,直接由动能定理,也可列出

mg(L2-x1)sinθ-μ2mg(L2+x1)cosθ=0
因为物件下滑过C点后减速至零再返回C点的

过程中重力不做功,滑动摩擦力一次负功一次正功可

以抵消,这一段滑动摩擦力做功为零,与学生甲的思

路相比,可以不用分析加速度的因素,思路更简洁.
解法5:学生丙补充的

学生丙:物件无论第几次从传送带加速上滑过

C点后在木板上减速至零的过程中,物件的受力情

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于是加速和减速的距离的比

值一定相同.比值为

k=L1∶L2=12∶5
所以由

mgL2sinθ-μ2mgL2cosθ+
mgL′sinθ-μ1mgL′cosθ=0

解得L′后得

L′∶x1=12∶5

可得 x1=89 m

同理,可解得第二次下滑距离L″,即L″∶x2=
12∶5,可解得

x2=162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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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6:学生丁补充的

学生丁:受学生甲的启发,传送带上的过程可以

“略去”,于是只分析物件在木板上的下滑和上滑过

程,容易求得下滑和上滑加速度比值为

a1∶a2=2∶3
由v2=2ax 可得

L2∶x1=3∶2
同理x1∶x2=3∶2,即

x2=L2(23)
2

=1627m

2.2 “多解归一”

对以上解答对比分析可得,解法1和解法6均

是从动力学角度分析,但解法6的思路更简洁,将中

间“无效”过程“略去”,快速得到正确答案.
解法2和解法4均是从能量角度处理,但解法4

所研究的过程更“宏观”,没有分上下段处理,更好地

体现了动能定理的全过程使用的优点.
解法3利用了动力学知识分析了物件在传送带

的运动过程,得到了“无效过程可以略去”这个思

路,为其他更简洁的思路提供了分析基础.
解法5用到了比例法,思路上简洁明了,但计算

量偏大,不容易计算出多次返回时的最大距离.
综合比较,推荐解法4和解法6,其相同点都是

“略去无效过程”快速得到比例关系从而求解.
2.3 “多题归一”

学生戊:受学生甲启发,想到了之前的一道练

习题.
练习题:如图3所示,已知斜面倾角为θ,物件与

斜面间动摩擦因数为μ(μ<tanθ),一质量为m 的

物件从高h 处无初速下滑,滑至底端时与固定在斜

面底端的挡板碰撞,碰撞中无能量损失.求物件在斜

面上通过的总路程s.

图3 练习题示意图

解:全过程由动能定理可得

mgh-μmgscosθ=0

得 s= h
μcosθ

学生戊:考试题中的传送带相当于此题中的挡

板,提供“原速率返回”的作用,练习题目是让求物

件滑行的总距离,练习题也可以用以上方法求第2
次弹回时距离挡板的最大距离.

学生己:那么考试题中我们也可以求物件在传

送带上运动的总距离,都是用到了全过程的分析.
2.4 “一题多变”

此时对学生说明,为了降低考试难度将初稿中

的“第四次上滑”改为了“第二次上滑”.
有了上述的讨论,学生容易得到原稿中第四次

上滑的距离为

x4=L2(23)
4

=64243m

继续探讨,因为每次上滑距离为等比数列,所以

求物件在传送带上滑行总距离时可以利用等比数列

求和公式来解,部分学生经过计算两种方法得到的

结果相同,总滑行路程s=203 m.

2.5 “一题多问”

课下学生们对此题再做进一步的梳理,在原题

(1)~ (3)问的基础上继续总结完成下面4问.
(4)假如机械手未能在D 点及时将物件取走,

导致物件重新下滑,则此后它第四次向上返回木板

时距离C点的最大距离?
(5)假如机械手未能在D 点及时将物件取走,

导致物件重新下滑,则此后它第四次向下经过传送

带时离C点的最大距离?
(6)假如机械手未能在D 点及时将物件取走,

导致物件重新下滑,则此后它在木板上运动的总

路程?
(7)假如机械手未能在D 点及时将物件取走,

导致物件重新下滑,则此后它在传送带上运动的总

路程?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适当时候进行“一题多

解”“一题多变”等操作,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对已学

知识进行对比归纳,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但如果

将每一题都尝试“一题多解”等操作,教师和学生的

时间、精力可能达不到.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当学生

独立完成后解答学习小组内不同成员之间可以对比

各自的解题方案,在交流中完成“一题多解”等操

作,进而相互促进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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