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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思维培养 提升解题能力

——谈谈高中物理习题教学

福建东山第一中学（363400） 郑旭光

［摘 要］高中物理很多问题的分析与解决需要学生具有良好的发散思维和集中思维，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

的难题，因此，教师应注重训练学生这方面的思维能力，避免思维的局限性，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深刻性。文章

通过典型例题，从“一题多解”“一题多变”“多题一解”探讨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的训练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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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物理复习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陷入了

“题海战术”，然而收效甚微。说明学生的思维局限

于就题论题；学生不懂得抓住问题的实质，向广处

深处联想，不懂得由此及彼；学生不会概括推广，找

出题目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可

见学生的发散思维和集中思维能力不足。发散思

维和集中思维是人们在分析和思考问题时常用的

一种思维形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发散思维和集中

思维是开拓学生智力，培养开拓性人才的重要

途径［1］。
发散思维是指根据已有信息，从不同角度不同

方向思考，从多方面寻求多样性答案的一种展开性

思维方式。集中思维是相对发散思维而言的，是指

从已知的种种信息中产生一个结论，从现成的众多

材料中寻求一个答案，是一种异中求同的思考方

式。这两种思维既对立又统一，是相辅相成的。只

有发散和集中的循环反复，人的认知才能不断深化

和拓展［2］。因此，课堂上教师要千方百计地引导学

生和鼓励学生，在现有的认知水平基础上进行发散

思维和集中思维训练，从而培养和提升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例如在高中物理习题教学中，教师可以

通过组织“一题多解”“一题多变”等发散思维和“多

题一解”的集中思维训练，从而培养和提升学生解

决物理问题的能力。下面就用几个例子进行阐述。

一、加强一题多解练习，提升学生思维的

发散性

一题多解可扩大视角、开阔思路、避免思维的

局限性，提高应变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有条理地

从各个不同角度去观察、分析，输出众多的思维信

息，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这就要求学生知识全

面、基础扎实、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在处理问题

时，不能局限于弄清题目的解法，就题论题，而应当

以题目为基点，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有意识地从学

过的知识中调取与本题有关的内容，用以解决问

题，从而训练学生思维的发散性。

［例 1］一辆汽车以 72 km/h的速度行驶，现因

故紧急刹车并最终停止。已知汽车刹车过程中加

速度的大小为5 m/s2，求汽车通过的距离是多少？

解法 1：用常规的速度公式和位移公式。汽车

刹车做匀减速运动 a = -5 m/s2，根据速度公式 v =
v0 + at，从开始刹车到停下的时间为 t = 4 s，所以汽

车的位移是 s = v0 t + 12 at2 = 40 m。
解法 2：用速度位移关系式。因汽车最终停止

运动，所以末速度 v = 0。根据速度位移关系式 v2 -
v0 2 = 2as，可得出 s = 40 m。

解法 3：用平均速度公式。先用速度公式 v =
v0 + at，得出时间 t = 4 s，再用 s = -v t = v0 + vt2 t，可得

出 s = 40 m。
解法 4：逆向法。匀减速到停止相当于汽车做

初速度为 0的反向匀加速运动，由速度公式 v = v0 +
at，得出时间 t = 4 s，再用位移公式 s = 12 at2（a此时

取正5 m/s2），可得出 s = 40 m。
上述解题方法不同，但题目的解答结果是相同

的。对学生进行一题多解训练，可以开阔学生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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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发散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学会多角度分析和解

决问题。

二、加强多题一解练习，提升学生思维的

收敛性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问题的本质，吸收新信息，

让学生能从问题的解法中概括推广出同类问题的

解法，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

［例2］如图 1所示，光滑大球固定

不动，它的正上方有一个定滑轮，放在

大球上的光滑小球（可视为质点）用细

绳连接，并绕过定滑轮，当人用力F缓

慢拉动细绳时，小球所受支持力为N，
则N，F的变化情况是（ ）。

A.都变大 B. N不变，F变小

C.都变小 D. N变小，F不变

［例 3］如图 2所示，竖直绝缘墙壁上

的Q处有一固定 的质点 A，Q正上方的 P

点用丝线悬挂另一质点 B。A，B两质点

因为带电而相互排斥，致使悬线与竖直方

向成 θ角，由于漏电使 A，B两质点的带电

量逐渐减小。在电荷漏完之前，悬线对悬

点P的拉力大小为T，两电荷之间的库仑力为F，下
列关于T和F的变化情况正确的是（ ）。

A. T保持不变 B. T先变大后变小

C. F逐渐减小 D. F逐渐增大

［例 4］如图 3所示，质量均为m的小球 A，B用

劲度系数为 k1的轻弹簧相连，B球用长为 L的细绳

悬于O点，A球固定在O点正下方 L处，当小球B平

衡时，绳子所受的拉力为T1，弹簧的弹力为F1；现把

A，B间的弹簧换成原长相同但劲

度系数为 k2 (k2 > k1 )的另一轻弹

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仍

使系统平衡，此时绳子所受的拉

力为 T2，弹簧的弹力为F2。下列

关于T1与T2，F1与F2大小之间的

关系，正确的是（ ）。

A. T1 > T2 B. T1 = T2
C. F1 < F2 D. F1 = F2
分析与解：例 2、例 3、例 4看似完全没有联系，

但通过受力分析发现，这几题的物理实质是相同

的，即都是三力平衡问题，都要应用相似三角形知

识求解。只要能认真分析解答例 2，就能完成例 3、
例4，从而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在例 2中，对小球进行受力分析，如图 4所示，

显然△AOB与△BQF相似。 由

相似三角形性质有（设 OA = H，
OB = R，AB = L）：

mg
H
= N
R
= F
L

因为mg，H，R都是定值，所以

当 L减小时，N不变，F减小，故 B
正确。同理可知例 3、例 4的答

案，在此不赘述。

通过多题一解，使学生运用知识方法的能力得

到强化，也拓展了知识面，提高了学生的思维深度。

三、加强一题多变练习，提升学生思维的

灵活性

课堂上，教师通过变换习题条件、因果变换等，

使习题变为更有价值、更有新意的新问题，使更多

的知识得到应用，这样有助于启发引导学生分析比

较其异同点，抓住问题的实质，向深处钻研，向广处

联想，由此及彼，触类旁通，进而提升学生思维的灵

活性和深刻性。

［例5］如图 5所示，足够长光滑导轨倾斜放置，

与水平面夹角为 θ，导轨间距为 L，其下端连接一个

定值电阻R，两导轨间存在垂直

于导轨平面向下的匀强磁场，

磁感应强度B。一质量为m，电

阻为 r的导体棒 ab垂直于导轨

放置，现将导体棒由静止释放，

重力加速度为g，求：

（1）导体棒下滑的过程中加速度 a怎么变化？

最大加速度是多少？

（2）导体棒下滑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解析：（1）导体棒下滑的过程中安培力沿斜面

向上，且随着速度 v的增大，电动势也增大，电流增

大，安培力增大，合力减小，因而加速度 a减小，所

以当导体刚开始下滑时，加速度最大，a = g sin θ。
（2）当导体所受的合外力为零时，速度最大，则

有mg sin θ = BIL，E = BLv，I = E
R + r，联立可解得最

大速度 vm。
上题在保持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变换要求有：

变式1.求当导体棒稳定下滑时ab两端的电压。

变式 2.求当导体棒稳定下滑时电路的发热功

率。（除用焦耳定律外还可以用能量守恒，即电路的

发热功率等于重力做功的功率）

变式 3.在加速下滑过程中，当 ab杆的速度大

小为 v1时（v1 < vm），求此时ab杆加速度的大小。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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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 4.杆在下滑距离 d时已经达到最大速度，

求此过程中电阻R产生的热量。

变式 5.杆在下滑距离 d时已经达到最大速度，

求此过程中通过电阻R的电量。

也可保持要求不变，变换条件：如题目改成导

轨不光滑，棒与导轨之间摩擦因数为 μ，其他条件

不变。

［例 6］直流电路如图 6所示，滑动变阻器 R的

总电阻大于电源内阻 r，在滑动

变阻器的滑片 P从左向右移动

时，求（1）电源的总功率 P总 怎

么变化？（2）电源内部损耗功率

P内怎么变化？（3）电源输出功率

P出怎么变化？

解析：（1）因为是纯电阻电路，由P总 = E2

R + r可
得 P总 随着 R的增大而减小；

（2）由 于 P内 = I 2r，而 且 I =
E

R + r，故可分析得知P内随着

R的增大而减小；（3）P出 随 R
变化的特性曲线如图7所示。

①当 R = r 时 ，电 源 的 输 出 功 率 最 大 ，为

Pm = E
2

4r。
②当R > r时，随着R的增大，输出功率变小。

③当R < r时，随着R的增大输出功率变大。

④当P出 < Pm时，一个输出功率对应两个可能

的外电阻R1和R2，且R1R2 = r2。
⑤P出与R的关系如图 7所示，所以滑动变阻器

的滑片P从左向右移动时P出是先增大后减小。

变式 1.如图 8所示，电路

中电池的电动势 E = 6 V，内
电阻 r = 10 Ω，固定电阻 R0 =
90 Ω，R是可变电阻，在R从零

增加到400 Ω的过程中，求：

（1）可变电阻R上消耗功率最大的条件和最大

热功率；

（2）固定电阻 R0上消耗功率最大的条件和最

大热功率。

解析：（1）根据电源输出功率与外电阻的关系

图像（如图 7）规律，当外电阻等于内电阻时，电源

的输出功率最大，此时R是可变电阻，而R0是固定

电阻，要求R的功率最大值，可以用等效内阻法，把

R0和 r当成电源的内阻，这样当R = R0 + r = 100 Ω

时，可变电阻 R上消耗功率最大。最大热功率为

PR，由 PR = I 21 R和 I1 = E
R + R0 + r 可得 R的最大热

功率PR = 0.09 W。

（2）当固定电阻R0上消耗功率最大时，此时电

路的电流应为最大，所以此时R应该调到最小为 0，
这样 R0的最大功率由 PR0 = I 22 R0和 I2 = E

R0 + r可得

PR0 = 0.324 W。

通过上面变式 1的拓展，使学生对电源的输出

功率和外电路某个电阻的功率的极值的求法更加

清晰，能力也得到提升，不至于死背硬套，使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得以训练。为了避免学生机械套用“当

电源外阻和内阻相等时外阻的功率最大”，还可以

再让学生思考变式2。
变式 2.有四个电源，电动势均相等，内电阻分

别为 1 Ω、2 Ω、4 Ω、8 Ω，现从中选择一个对阻值为

2 Ω的电阻供电，欲使电阻获得的电功率最大，则

所选电源的内电阻为（ ）。

Ａ. 1 Ω Ｂ. 2 Ω Ｃ. 4 Ω Ｄ. 8 Ω
此题很多学生会运用定式思维错误地选择 B

这个选项，生搬硬套地认为当内阻和外阻相等时外

阻的功率最大。然而此题是电源内阻可变，而外阻

是固定值，为了使外阻的功率最大，回路的总电阻

应该要最小，所以应选择 A选项。在教学中通过

“多变”的练习，要求学生不满足表面的物理现象，

要抓实质，要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变化规

律，提升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深刻性。

学生的思维尽管都是按照分析、综合、比较、抽

象和概括等一般规律进行的，但在不同人身上思维

的表现又是各有差异的。鉴于发展思维的多维性、

创造性，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研究学生的心理特

征，精心设计问题情境，巧设疑、巧提问，创造悬念，

诱发思维，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引导学生利用比

较方法，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独立分析思考，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发展，

解题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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