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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能力每年高考物理命题中力学和电学占重要比重，尤其

是不少电学内容还涉及到力学知识，这里就更要注意两个方

面的复习内容： 一、高中物理的各种运动中，如匀变速运动

和匀速圆周运动是经常出现的内容，是肯定要考查的知识点

。学生不仅要理解、掌握好它们的基本公式和规律，而且还

要注意到产生它们的条件和特征，千万不能用习惯的模式生

搬硬套所有的问题。如2003年高考上海卷第20题就是这样的

问题：求一个小球从水平面运动到斜面底端所需要的时间，

如图所示。结果不少学生误认为小球在斜面上依然是直线运

动。 这是对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产生的条件没掌握好。对于

类似这样的物理运动或者物理现象产生的条件，考生要归类

分析比较，不但要理解、掌握好规律，而且更要注意到产生

它们的条件和特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知识融会贯

通。 二、在综合习题的审题中，学生往往缺乏系统综合分析

能力，造成思路混乱，条件、方法都不顾及，抓到一点就以

为是全部，陷入误区者不少。为此必须建立完整的审题思维

过程。以下是一般审题时经常要考虑的四个问题：1、弄清本

题目中研究对象是谁。 在每一道习题中，都有一个或几个对

象需要分析。如何确定对象是首要问题。一般来说，每道题

中研究对象从已知条件或所求的物理量中可以简单判断出来

；如果遇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时，要考虑到用隔离法或整

体法。 2、分清本题目中有几个物理过程。如果研究对象只



有一个物理过程，就可分析找到它初始、中间、最后状态的

受力情况和运动状态，从而判断出这一过程中物体的外力是

否变化？运动性质是如何的？各个位置具备什么物理特征等

条件来。如果该题目中有几个物理过程，则根据时间先后顺

序，首先划分好几个物理过程。每个过程划分的范围不是根

据时间长短，而是根据受力情况或物理特征，有时候某过程

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对每个过程如上述一样进行分析(包括力

、速度、能量等)，找到每个过程之间各个物理量的联系(如

速度、时间、位移和能量等)。最后确定是把几个过程分段进

行列方程分析还是把几个过程看成一个大过程来进行列方程

分析。 3、分析、研究对象在各个过程中在干什么。这可以

根据①静止或②匀速运动来确定ΣF=0或ΣM=0，如③匀变速

运动，则合力为恒量。如④匀速圆周运动，则ΣF大小不变，

方向时刻改变，始终指向圆心⋯⋯或根据其物理现象具有的

特征找出彼此的关系。 4、选择参照物和必要坐标，采用合

适定律列出方程，再统一单位进行运算。这里首先要确定矢

量方向，每一道题方向上只能有一个正方向：在牛顿定律中

往往选物体加速度a的方向为正方向；而在运动学中以初速

度V0为正方向。在功和能中尽管都是标量，但分析每一个力

做功时还要注意有正功和负功的区别，同时必须选择地球为

参照物。最后检验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