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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BA_E9_AB_98_E8_c66_538040.htm （八） 一、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电荷、电场、电场力、电场强度、电场线、电

势、电势差、电场力功、电容器、电容的定义和平行板电容

器电容的决定条件等基本概念，以及库仑定律、静电感应、

电场强度与电势差的关系、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规律等

。 二、基本方法 本章涉及到的基本方法有，运用电场线、等

势面几何方法形象化地描述电场的分布；将运动学动力学的

规律应用到电场中，分析解决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问题

、解决导体静电平衡的问题。本章对能力的具体要求是概念

准确，不乱套公式懂得规律的成立条件适用的范围。从规律

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把相关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处理物理问题

。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者常犯的错

误主要表现在：不善于运用电场线、等势面为工具，将抽象

的电场形象化后再对电场的场强、电势进行具体分析；对静

电平衡内容理解有偏差；在运用力学规律解决电场问题时操

作不规范等。 （九） 一、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电流、产生

持续电流的条件、电阻、电压、电动势、内电阻、路端电压

、电功、电功率等基本概念，以及电阻串并联的特点、欧姆

定律、电阻定律、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焦耳定律、串联电

路的分压作用、并联电路的分流作用等规律。 二、基本方法 

本章涉及到的基本方法有运用电路分析法画出等效电路图，

掌握电路在不同连接方式下结构特点，进而分析能量分配关

系是最重要的方法；注意理想化模型与非理想化模型的区别



与联系；熟练运用逻辑推理方法，分析局部电路与整体电路

的关系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者常犯

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不对电路进行分析就照搬旧的解题套路

乱套公式；逻辑推理时没有逐步展开，企图走“捷径”；造

成思维“短路”；对含有电容器的问题忽略了动态变化过程

的分析。 （十） 一、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磁感应强度、磁

感线、磁通量、电流的磁场、安培力、洛仑兹力等基本概念

，以及磁现象的电本质、安培定则、左手定则等规律 二、基

本方法 本章涉及到的基本方法有，运用空间想象力和磁感线

将磁场的空间分布形象化是解决磁场问题的关键。运用安培

定则、左手定则判断磁场方向和载流导线、运动的带电粒子

受力情况是将力学知识与磁场问题相结合的切入点。 三、错

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者常犯的错误主要表

现在：不能准确地再现题目中所叙述的磁场的空间分布和带

电粒子的运动轨迹：运用安培定则、左手定则判断磁场方向

和载流导线、运动的带电粒子受力情况时出错；运用几何知

识时出现错误；不善于分析多过程的物理问题。 （十一） 一

、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电磁感应现象、自感现象、感应电

动势、磁通量的变化率等基本概念，以及法拉第电磁感应定

律、楞次定律、右手定则等规律。 二、基本方法 本章涉及到

的基本方法，要求能够从空间想象的角度理解法拉第电磁感

应定律。用画图的方法将题目中所叙述的电磁感应现象表示

出来。能够将电磁感应现象的实际问题抽象成直流电路的问

题；能够用能量转化和守恒的观点分析解决电磁感应问题；

会用图象表示电磁感应的物理过程，也能够识别电磁感应问

题的图像。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者



常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概念理解不准确；空间想象出现错

误；运用楞次定量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时，操作步骤不规

范；不会运用图像法来研究处理，综合运用电路知识时将等

效电路图画错。 （十二） 一、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交流电

、正弦交流电的图象、最大值、有效值、周期与频率、振荡

电路，电磁振荡、电磁场，电磁波，电磁波的速度等基本概

念，以及交流发电机及其产生正弦交流电的原理，变压器的

原理，电能的输送方法、C电路产生的电磁振荡的周期和频

率等。 二、基本方法 本章涉及到的基本方法有利用空间想象

的各种方法理解正弦交流电的产生原因和电磁振荡的物理过

程，运用图象法理解并运用它来解决交流电和电磁振荡的判

断、计算问题。从能量转化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交流电的有效

值问题和电磁振荡问题。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

程中，初学者常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不能从能的转化的角

度理解有效值，致使出现乱套公式的问题；由于初始条件不

清，对电磁振荡物理过程判断失误；不善于运用两个图象对

一个物理过程进行动态分析。 （十三） 一、主要内容 本章内

容包括光的直线传播、棱镜、光的色散、光的反射、光的折

射、法线、折射率、全反射、临界角、透镜（凸、凹）的焦

点及焦距、光的干涉、光的衍射、光谱、红外线、紫外线

、X射线、y射线、电磁波谱、光电子、光子、光电效应、等

基本概念，以及反射定律、折射定律、透镜成像公式、放大

率计算式，光的波粒二象性等基本规律，还有光本性学说的

发展简史。 二、基本方法 本章涉及到的方法有：运用光路作

图法理解平面镜、凸透镜、凹透镜等的成像原理，并能运用

作图法解题；根据透镜成像规律，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判断



物象变化情况。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

学者常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解题操作过程不规范导致计算

错误；将几何光学与物理光学综合时概念不准确；不善于用

光路图对动态过程作分析。 （十四） 一、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

包括α粒子散射、能级、天然放射性现象、α射线、β射线

、γ射线、核子、中子、质子、原子核、核能、质量亏损、

裂变、链式反应、聚变等，以及原子核式结构模、半衰期、

核反应方程、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等规律。 二、基本方法 本

章所涉及的基本方法，由于知识点相对分散要加强物理现象

的本质的理解。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根据已有的规律和事

实、条件作出新的判断。核能的计算对有效数字的要求很高

。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者常犯的错

误主要表现在：各个概念、现象混淆；对多种可能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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