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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大纲》物理考察能

力包括五个方面：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应用

数学处理物理问题能力；实验能力。其中第四条特别提出了

应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能力。物理学本身是一门精密科学，

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物理学的发展史来看，物理学的

发展是离不开数学的，数学不仅能促进物理学的发展，还能

使物理规律以更加清楚、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日常的物

理教学或者应用物理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

要进行数学推导与数学计算。在今年高考物理试题中难度增

加，在应用数学能力有比较高的要求。能够巧妙应用数学知

识来处理物理问题，就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难题迎刃而

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数学在物理中的应用很广泛，在教

学中如何引导学生充分应用数学知识如平面几何、三角函

数、代数、函数、函数图像等来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成为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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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中要注重学生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

数学计算能力的培养，在日常教学中很容易被忽视，
学生听完了分析题目和解题思路后就不爱听了，更不爱

动手计算得出结论。 因为学生觉得计算可以用计算器或

者认为物理解题主要是应用物理知识分析题目一般是用

英文符号，如果确实要计算也是比较简单，不需要浪费时

间在计算上。 而高考考纲要求学生能够根据具体问题列出

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式，进行推导和求解，并根据结果得出

物理结论。所以说计算能力在物理解题当中是十分重要的。
如2017全 国 卷 理 综 的 第24题 一 质 量 为8.00×105kg的

太空飞船从其飞行轨道返回地面。飞船在离地面高度1.60×
105m处以7.50×103m/s的速度进入大气层，逐渐减慢至速度

为100 m/s时下落到地面。 取地面为重力势能零点，在飞船

下落过程中，重力加速度可视为常量，大小取为9.8 m/s2。
（结果保留2位有效数字）

（1） 分别求出该飞船着地前瞬间的机械能和它进入

大气层时的机械能；
（2）求飞船从离地面高度600m处至着地前瞬间的过

程中克服阻力所做的功，已知飞船在该处的速度大小是

其进入大气层时速度大小的2.0%。
计算在大气层、着地时的机械能和在降落过程中阻力所

做的功，题目问题看起来十分简单，但是给出来的数据却

难以计算，在计算过程中g取9.8m/s2，速度需要平方，由于

数字大，难算，导致学生因为怕算错反复计算而导致时间

的浪费，不仅是时间，而且大大消耗考生的精力。 所以我

们在平常的教学当中要结合教学内容， 讲究训练形式多

样化，寓教于乐，使枯燥的计算教学富有生机，让学生形

成一种持久的计算兴趣，养成良好的计算习惯，提高学生

的计算能力，应当教导学生不能因为一看就会或太难算

而放弃计算，适当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并且贯彻一次就

算对不反复计算的习惯。
2 利用函数和函数图像来处理物理问题能力的培养

函数图像在物理力学、电学上的运用相当广泛，如力

学中的位移s、速度v、加速度a与时间t的关系图像；力与位

移的关系图像。利用这些图像可以简洁.直观、形象的表达

出研究对象的运动状态，给物理解题带来方便。 在平常的

教学当中就应当灌输应用这些图像的思想。 利用好这些

图像就需要理解图像的含义。 首先在解题时要了解横纵

坐标表示什么，了解斜率和截距的在图中含义是什么，常

见的x-t图像的斜率为v，v-t图像为斜率为a，v-t所围成的

面积就是位移。
在物理实验教学中，高考的十三个实验 ,其中有七个

实验数据处理应用到函数和函数图像。 如电学实验题中

我们最常应用的就是函数及图像。 在已知电源路端电压

与电流关系图像计算电源电压与内阻时，就需要对列出

表达式E=U+Ir由函数图像的截距、斜率等函数性质得出E
和r。如2017年全国卷Ⅰ实验题23：某同学研究小灯泡的伏

安特性，所使用的器材有：小灯泡L（额定电压3.8 V，额定

电流0.32A）；电压表V（量程3V，内阻3kΩ）；电流表A（量程

0.5A，内阻0.5Ω）；固定电阻R0（阻值1 000 Ω）；滑动变阻器

R（阻值0~9.0Ω）；电源E（电动势5V，内阻不计）；开关S；导

线若干。

（1）用另一电源E0（电动势4V，内阻1.00 Ω）和题给器

材连接成图2所示的电路，调节滑动变阻器R的阻值，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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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小灯泡的实际功率。 闭合开关S，在R的变化范围内，
小灯泡的最小功率为 W，最大功率

为 W。 （结果均保留2位小数）
图1是小灯泡的伏安特性曲线，电阻随着电压的变化

而变化着的。 题目要求我们求出在不同电压下小灯泡的

实际功率。 由于小灯泡的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发生

改变，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用公式I=U/R得出小灯泡两端的

电压、通过小灯泡的电流。 这时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利

用数学方法在图1中画出电源的路端电压与电流关系的

图像， 利用这两个函数图像的交点就是通过小灯泡的电

流与两端的电压。 就可以求出最小功率，最大功率。
3 应用平面几何和三角函数来处理物理问题能力的培养

在高中物理解题中也常用到平面几何与三角函数来

解题。 常见如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问题，力学中运动

轨迹。 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问题是高中物理教学的

难点。 这类问题的难点不在物理知识上，而是难在数学知

识的运用上。 学生需要从已知条件中画出运动轨迹，确定

圆心角推导出粒子的射入的入射角、偏转角、出射角、半

径等。 在该类问题上平面几何、三角函数的运用就体现出

了重要性。 如下面是运动轨迹应用平面几何和三角函数

解题。
在光滑的水平面内建立如图3所示的直角坐标系，长

为L的光滑细杆AB的两个端点A、B分别被约束在x轴和y
轴上，现让杆的A端沿x轴正方向以速度v0匀速运动，已知P
点为杆的中点，某一时刻杆AB与x轴的夹角为θ。 关于P点

的运动轨迹和P点的运动速度大小v的表达式， 下列说法

中正确的是

A.P点的运动轨迹是椭圆的一部分

B.P点的运动轨迹是圆的一部分

C.P点的速度大小为v=v0tanθ
D.P点的速度大小为v=v0/2sinθ

本题中用到数学方法就比较多了，在求P点运动轨迹

时就需要用到数学中求动点轨迹方法中的转换法。 如图

4所示，设出动点P（xp，yp）、B（0，y）、A（x，0），由于杆是不会

伸长的可以列出x2+y2=L2， 再利用P为AB的中点xp=x/2，yp=
y/2来代入就可以得到P点的轨迹方程。 而对P点运动速度

大小的计算就更加考察了学生的数学知识，由于P为直角

三角形斜边的中点，可以得到OP=PA 由此得到∠POA=θ，
由于P的轨迹是以O为圆心的圆周运动，P点的速度的垂直

于OP， 再利用角度关系可以得到P点的速度v与该杆的夹

角为90°-2θ。 由于P沿延杆的方向上的速度和A在杆方向

上的速度大小一样，就可以得出P的速度。 这题不仅仅用

到的动点轨迹的求法， 也用到了三角函数中的辅助角公

式和二倍角公式。 得出B、D正确。 看似简单的速度分解问

题在数学方法的装饰下变成了一题难题。 从中受到启示，
我们要重视数学方法和思维在物理解题中的运用。

总之，高中物理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掌握物理规

律、分 析 问 题 的 能 力、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和 创 新 思 维 的 能

力。 要达到这目标，必须对学生进行实验方法的训练，科

学推理、科学抽象法的训练，应用数学工俱的训练，而应

用数学知识的训练是诸多训练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教

学过程中应有目的、 有梯度的引导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

决物理问题，但欲速则不达，贪多不消化，教师要根据教

材的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严格要求，加强针对训练，周

而复始，打好基础，这是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解决物理问题

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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