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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私翻 考 
S：CIENCE FA NS 麓育教学1 

对 高中 物理习题中几种隐蔽性语言的解读 

制、达 艮 

(四川省攀枝花市第十五中学 617063) 

摘要：在高中物理习题中，会出现一些隐蔽性语言，学生往往不明白或者不重视这些语言背后所隐含的物理条件，所以解题时找不到 

突破 口；有时他们也能分析出其中隐含的条件，但会花掉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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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高中物理习题中几种常见的隐蔽性语言归纳梳理， 

并对其进行解读，希望借此能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和解题速度。 

隐蔽性语言之一 ：“在同 向运动追及模型中 ．两物体相距最 

近或最远 ，或两物体 刚好不相撞”。 

解读 ：两物体相距最近或最远的条件是：两物体的速度相 

等：两物体刚好不相撞的条件是：两物体处于同一位置且速度相 

等 。 

例 1．一轻质弹簧，两端连接两滑块 A和 B，已知 m = 

0．99kg，m --3kg，放在光滑水平桌面上，开始时弹簧处于原长。 

现滑块 A被水平 飞来 的质量为 m ：=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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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为 40o 的子弹击中，且没有穿 出，。 

如图 1所示，试求：以后运动过程中弹簧 图 1 

的最大弹性势能。分析：因为当三个物体的速度相等时，AB相 

距 最近 ，所 以此时弹簧的弹性势能最大。只要知道这个隐含的条 

件 。由动量守恒和机械能守恒不难得出答案。 

隐蔽性语言之二 ：“在变速运动中，物体 的速度最大”。 

解读 ：物体的速度最大的条件是：沿速度方向的合力为 

零 。 

例 2．半径 为 r的绝缘光滑 圆环 固定在竖直平面内 ，环上套 

有一质量为 m。带正电的珠子，空间存在水平向右的匀强电场， 

如下 图所示 ，珠子所受静 电力是其重力 的 3／4，将 珠子从环上最 

低位 置 A点 由静 止释放 ．则珠 子能 获得 的最 大动 能是多 少? 

(sin37。：0．6，cos37％0．8)
— —  

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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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珠子的动能最大时，它沿速度方向(切线方向)的合力 

为零。设此时珠子和环心的连线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则有 

FcosO-mgsinO=O，从而求得 tgO=3／4，0=37。。 

然后再 由动能定理就可求出珠子 的最大动能 

Ek=Frsin0一mgr(1--COSO) mgr 

简谐运动。试求：物体A的最大速度。 

图 4 图 5 

解 ：如图4，设 A静止于 a点时弹簧缩短 x-，则 mgsin30~．一 

kx。．0，A受到的合力为零时其速度最大(设为 v)，设此时弹簧伸长 

x2，对应图中0点，则有 T．kx2一mgsin30~--O其中T--rag 

解得：xFx： 

A物体由a到 O运动的位移为 s=xt+x 

A。B和弹簧系统机械能守恒 

mgs+EP=mgssin30 mv2+Ep(注意： 

两个状态的弹性势能E 相同) 

解得 v：g 图 6 

隐蔽性语言之三：“物体恰好能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 

解读：物体恰好能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其条件是：物 

体经过圆轨道的物理最高点时，弹力为零， 

物体所受的合力提供向心力。 

例 4．光滑水平面上静止一质量 为 m 的电荷量 为 q的小球 

a，离 a球不远处有一悬挂在 O点的不带电小球 b，小球 b的质 

量也为 Ill，并且球刚好与地面接触．现突然加一水平向右的匀强 

电场，球 a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向右运动．并且与球 b发生正碰． 

碰后两球即粘在一起恰好在竖直面内做圆周运动。已知绳长为 

L，qE=2、／丁 mg；求最初 a、b之间的距离。 

解答 ：设最初 a、b之 间的距离为 s，相 

碰前 a的速度为 v。，相碰后的速度为 v。， 

它们经物理最高点 C的速度为v ，如图7 

潮3．如图所示，在倾角为30。的光滑斜面上，一劲度系数 
为k的轻质弹簧一端固定在固定挡板c上，另一端连接一质量 

为 m的物体 A，一轻质细绳通过定滑轮，一端系在物体 A上，另 

一 端有一细绳套 ，细绳与斜面平行，物体 A处于静止状态．现在 

细绳套上轻轻挂上一个质量也为111的物体 B。A将在斜面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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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球由动能定理得qEs：， mv02⋯．．(1) 图7 

a、、b碰撞由动量守恒得 mvo=2mv-．．⋯(2) 

它们从 A点到最高点 C的过程中由动能定理得 

qELsin0 -2mg(L-}I 。so)：}2m(vl2-V ⋯⋯一(3) 

它们经物理最高点c时有 =暑导 ⋯--(4) 
且F~=4mg：=孚 ⋯”(5) 



Vo1． Nl07． 

鲤鹈知 右 
SCIENCE FANS 

教育教学 1 

由以上五式解得 s： L 
j 

隐蔽性语言之四 ：“在板块模 型中 ，两物体不分离或恰好不 

分离”。 

解读：两物体不分离的条件是：最后两物体的速度相同恰 

好不分离的意思是：滑块滑到板的边缘时两物体的速度相同。 

例 5．如图 8所示 ，质量 M--4kg的木板 长 L=I．4m，静 止在 光 

滑水平面上，其上面右端静止一质量 m=lkg的小滑块(可看作 

质点)，滑块与木板间的动摩擦因数 ：0．4，先用一水平恒力 F= 

28N向右拉木板 ．要使滑块从木板上恰好不滑下来，力 F至少应 

作用多长时间? (g=10m／s ) 

解答 ：设 F至少应作用 t秒． 

在这段时间内两者均做匀加速运动。 I．_-一上— 

对 m： al=l~g=4nds2,sl 1 alt2=2t2,vl：a3------4t 图 8 

对 M： a2： =6m／s2，s2= 1 a2t2=3t2 v2=a2t：6t 

这段时间内两者的相对位移△s。=s 一S =t ⋯一(1) 

此后撤去恒力 F，两者继续发生相对运动，直到它们达到共 

同速度 v，且 m到达 M的最左边。设此过程两者的相对位移为 

△s：，由系统动量和能量守恒得： 

mvi+Mvz=(m+M)v⋯．(2) 

p．mgAs-：}mv12+~-Mv22一 (m+M)v2⋯．(3) 
解出As2=0．4t2 

又△Sl+As2=L_⋯．(4) 

由以上四式解得 t=ls 

隐蔽性语言之五 ：“两物体脱 离或分离”。 

解读 ：两物体脱离或分离的意思是此时两物体问的弹力为 

零 ，且两物体的速度相 同，加速度相同。 

例 6．如图 9所示 ，A和 B是两个相 同的带 电小球 ，可视为 

质点，质量均为in，电荷量均为 q。A固定在绝缘地面上，B放在 

它的正上方的一块绝缘板上。当手持绝缘板，使 B从静止开始 

以恒定的加速度 a(a< 竖直下落 h时，B与绝缘板脱离。若静电 

力常量为 k．求：B脱离绝缘板时离 A 

的高度 x。 

分析：B脱离绝缘板时．不受弹 

力。且其加速度与绝缘板同为 a， 

对 B球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mg一 =ma 

解得x=q、／ _a)。 图9 
例 7．如图 10，竖直固定的轻弹簧 ，上端与质量为 3．0kg的 

物块 B相连接。另一个质量为 1．0kg的物块 A放在 B上。先用竖 

直向下的力 F压 A，使弹簧被压缩一定量，系统静止。然后突然 

撤去力 F，A、B共同向上运动一段距离后将 

分离，分离后 A又上升了0．20m到达最高点， 

此时 B的速度方向向下 ，且弹簧恰好为原长。 

则从 A、B分离到A上升到最高点过程 

中，弹簧对B的冲量大小为(取 g=10m／s ( )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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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O 

A．1．2N·S B．6N·S C．8N·s D．12N·S 

分析：抓住两物体分离时的特征：两物体间的弹力为零， 

且两物体的加速度相同。可知AB分离时弹簧处于原长。且 A、 

B的速度v=、／2 =2m／s，A上升的时间t=—v_=0．2s，A到最高点 
g 

时，弹簧恰好为原长 ，则此时 B的速度也为 v(方向向下)，对 B 

由动量 定理得 mgt+I=2mv 

解得弹簧对 B的冲量 I=2mv—mgt=6N·s 

从以上的例题可以看到，读懂隐蔽性语言对正确解答较难 

的高中物理习题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习题课的教学中 

要重视其中的隐蔽性语言．这对提高我们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 

解题能力必定会有所帮助。 

(上接 l0页) 

但是大学数学课程的补充和升华．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 

精神和互相合作的精神。可以采取每个月针对所学的内容开展 

一 次数学建模训练，通过数学建模活动加强和巩固课堂教学内 

容 。例如简单 的交通 流模 型，人 口预测问题，奶制品销售问题，线 

性规划类 问题等。某种意义上，数学建模就是一个小型的科研 活 

动，让学生通过此项活动更早的接触到科研方法，培养学生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学习方法。 

4 结束语 

近年来，在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过程中， 

深深地感到深化大学数学教学改革 中融人数学建模思想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数学建模是综合运用数学、计算机等知识来解决实 

际问题的过程，它需要学生拥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因此，通过 

数学建模思想的学习，不仅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科技写作 、创新 

精神、团队合作等多方面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综合素 

质。所以在大学数学教学中适当融入建模思想，有利于学生整体 

综合素质的提高，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让学生终生受益。 

术界等各方面的重视。如何能更有效地将数学建模思想融人大 

学数学教学改革是一个有待广大教育工作者继续深入探讨、研 

究和实践的大工程，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样 

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必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呈现出新的可 

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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