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计算想轻松拿满分？那你就该注意这些！

高考物理是各学科中成绩分化最严重的，这是由于高考物理的题量大、难度高、知识点多

的原因造成的。其实同学们只要在考场上注意一些细节，这样也是可以挽回失去的分数。

　　解题技巧

　　在高中物理各类试题的解析中常用到的方法有：整体法、隔离法、正交分解法、等效

类比法、图象法、极限法等，这些方法技巧在高考计算题的解析中当然也是重要的手段，

但这些方法技巧涉及面广。本模块就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论述、计算题迅速准确地找到解

析的“突破口”作些讨论和例举。

　　论述、计算题一般都包括对象、条件、过程和状态四要素。

　　（1）对象是物理现象的载体，这一载体可以是物体(质点)、系统，或是由大量分子组

成的固体、液体、气体，或是电荷、电场、磁场、电路、通电导体，或是光线、光子和光

学元件，还可以是原子、核外电子、原子核、基本粒子等。

　　（2）条件是对物理现象和物理事实(对象)的一些限制，解题时应“明确”显性条件、

“挖掘”隐含条件、“吃透”模糊条件。显性条件是易被感知和理解的;隐含条件是不易被

感知的，它往往隐含在概念、规律、现象、过程、状态、图形和图象之中；模糊条件常常

存在于一些模糊语言之中，一般只指定一个大概的范围。

　　（3）过程是指研究的对象在一定条件下变化、发展的程序。在解题时应注意过程的多

元性，可将全过程分解为多个子过程或将多个子过程合并为一个全过程。

　　（4）状态是指研究对象各个时刻所呈现出的特征。

　　方法通常表现为解决问题的程序。物理问题的求解通常有分析问题、寻求方案、评估

和执行方案几个步骤，而分析问题(即审题)是解决物理问题的关键。

　　答题技巧的关键

　　　　一、抓住关键词语，挖掘隐含条件

　　在读题时不仅要注意那些给出具体数字或字母的显性条件，更要抓住另外一些叙述性

的语言，特别是一些关键词语。所谓关键词语，指的是题目中提出的一些限制性语言，它

们或是对题目中所涉及的物理变化的描述，或是对变化过程的界定等。

　　高考物理计算题之所以较难，不仅是因为物理过程复杂、多变，还由于潜在条件隐蔽、

难寻，往往使考生们产生条件不足之感而陷入困境，这也正考查了考生思维的深刻程度。

　　在审题过程中，必须把隐含条件充分挖掘出来，这常常是解题的关键。有些隐含条件

隐蔽得并不深，平时又经常见到，挖掘起来很容易，例如题目中说“光滑的平面”，就表

示“摩擦可忽略不计”;题目中说“恰好不滑出木板”，就表示小物体“恰好滑到木板边缘

处且具有与木板相同的速度”等等。但还有一些隐含条件隐藏较深或不常见到，挖掘起来

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二、重视对基本过程的分析(画好情境示意图)

　　在高中物理中，力学部分涉及的运动过程有匀速直线运动、匀变速直线运动、平抛运

动、圆周运动、简谐运动等，除了这些运动过程外，还有两类重要的过程：一类是碰撞过

程，另一类是先变加速运动最终匀速运动的过程(如汽车以恒定功率启动问题)。



　　热学中的变化过程主要有等温变化、等压变化、等容变化、绝热变化等(这些过程的定

量计算在某些省的高考中已不作要求)。

　　电学中的变化过程主要有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电磁振荡、电磁感应中的导体棒做先

变加速后匀速的运动等，而画出这些物理过程的示意图或画出关键情境的受力分析示意图

是解析计算题的常规手段。

　　画好分析草图是审题的重要步骤，它有助于建立清晰有序的物理过程和确立物理量间

的关系，可以把问题具体化、形象化。分析图可以是运动过程图、受力分析图、状态变化

图，也可以是投影法、等效法得到的示意图等。

　　在审题过程中，要养成画示意图的习惯。解物理题，能画图的尽量画图，图能帮助我

们理解题意、分析过程以及探讨过程中各物理量的变化。几乎无一物理问题不是用图来加

强认识的，而画图又迫使我们审查问题的各个细节以及细节之间的关系。

　　　　三、要谨慎细致，谨防定势思维

　　经常遇到一些物理题故意多给出已知条件，或表述物理情境时精心设置一些陷阱，安

排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以此形成干扰因素，来考查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些因素的迷

惑程度愈大，同学们愈容易在解题过程中犯错误。

　　在审题过程中，只有有效地排除这些干扰因素，才能迅速而正确地得出答案。有些题

目的物理过程含而不露，需结合已知条件，应用相关概念和规律进行具体分析。分析前不

要急于动笔列方程，以免用假的过程模型代替了实际的物理过程，防止定势思维的负迁移。

　　　四、善于从复杂的情境中快速地提取有效信息

　　现在的物理试题中介绍性、描述性的语句相当多，题目的信息量很大，解题时应具备

敏锐的眼光和灵活的思维，善于从复杂的情境中快速地提取有效信息，准确理解题意。

　　答题规范要注意什么

　　　　一、必要的文字说明

　　必要的文字说明的目的是说明物理过程和答题依据，有的同学不明确应该说什么，往

往将物理解答过程变成了数学解答过程。答题时应该说些什么呢?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

给予考虑：

　　1、说明研究对象(个体或系统，尤其是要用整体法和隔离法相结合求解的题目，一定

要注意研究对象的转移和转化问题)。

　　2、画出受力分析图、电路图、光路图或运动过程的示意图。

　　3、说明所设字母的物理意义。

　　4、说明规定的正方向、零势点(面)。

　　5、说明题目中的隐含条件、临界条件。

　　6、说明所列方程的依据、名称及对应的物理过程或物理状态。

　　7、说明所求结果的物理意义(有时需要讨论分析)。

　　　二、要有必要的方程式

　　物理方程是表达的主体，如何写出，重点要注意以下几点。



　　1、写出的方程式(这是评分依据)必须是最基本的，不能以变形的结果式代替方程式

(这是相当多的考生所忽视的)。如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时应有 qvB=mv2/R，而不是其变

形结果式R=mv/qB。

　　2、要用字母表达方程，不要用掺有数字的方程，不要方程套方程。

　　3、要用原始方程组联立求解，不要用连等式，不断地“续”进一些内容。

　　4、方程式有多个的，应分式布列(分步得分)，不要合写一式，以免一错而致全错，对

各方程式最好能编号。

　　　三、要有必要的演算过程及明确的结果

　　1、演算时一般先进行文字运算，从列出的一系列方程推导出结果的计算式，最后代入

数据并写出结果。这样既有利于减轻运算负担，又有利于一般规律的发现，同时也能改变

每列一个方程就代入数值计算的不良习惯。

　　2、数据的书写要用科学记数法。

　　3、计算结果的有效数字的位数应根据题意确定，一般应与题目中开列的数据相近，取

两位或三位即可。如有特殊要求，应按要求选定。

　　4、计算结果是数据的要带单位，最好不要以无理数或分数作为计算结果(文字式的系

数可以)，是字母符号的不用带单位。

　　　四、解题过程中运用数学的方式有讲究

　　1、“代入数据”，解方程的具体过程可以不写出。

　　2、所涉及的几何关系只需写出判断结果而不必证明。

　　3、重要的中间结论的文字表达式要写出来。

　　4、所求的方程若有多个解，都要写出来，然后通过讨论，该舍去的舍去。

　　5、数字相乘时，数字之间不要用“?”，而应用“×”进行连接;相除时也不要用

“÷”，而应用“/”。

　　　　五、使用各种字母符号要规范

　　1、字母符号要写清楚、规范，忌字迹潦草。阅卷时因为“v、r、ν”不分，大小写

“M、m”或“L、l”不分，“G”的草体像“a”，希腊字母“ρ、μ、β、η”笔顺或形

状不对而被扣分已屡见不鲜。

　　2、尊重题目所给的符号，题目给了符号的一定不要再另立符号。如题目给出半径是

r，你若写成 R就算错。

　　3、一个字母在一个题目中只能用来表示一个物理量，忌一字母多用;一个物理量在同

一题中不能有多个符号，以免混淆。

　　4、尊重习惯用法。如拉力用 F，摩擦力用 f表示，阅卷人一看便明白，如果用反了就

会带来误解。

　　5、角标要讲究。角标的位置应当在右下角，比字母本身小许多。角标的选用亦应讲究，

如通过 A点的速度用 vA就比用 v1好;通过某相同点的速度，按时间顺序第一次用 v1、第二

次用 v2就很清楚，如果倒置，必然带来误解。

　　6、物理量单位的符号源于人名的单位，由单个字母表示的应大写，如库仑C、亨利

H；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位，一般前面的字母用大写，后面的字母用小写，如 Hz、Wb。



　　　六、学科语言要规范，有学科特色

　　1、学科术语要规范。如“定律”、“定理”、“公式”、“关系”、“定则”等词要

用准确，阅卷时常可看到“牛顿运动定理”、“动能定律”、“四边形公式”、“油标卡

尺”等错误说法。

　　2、语言要富有学科特色。在有图示的坐标系中将电场的方向说成“西南方向”、“南

偏西 45°”、“向左下方”等均是不规范的，应说成“与 x轴正方向的夹角为135°”或

“如图所示”等。

　　　七、绘制图形、图象要清晰、准确

　　1、必须用铅笔(便于修改)、圆规、直尺、三角板绘制，反对随心所欲徒手画。

　　2、画出的示意图(受力分析图、电路图、光路图、运动过程图等)应大致能反映有关量

的关系，图文要对应。

　　3、画函数图象时，要画好坐标原点和坐标轴上的箭头，标好物理量的符号、单位及坐

标轴上的数据。

　　4、图形、图线应清晰、准确，线段的虚实要分明，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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