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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利用一模试题查缺补漏
北京景山学校教师 朱亚平

一模测试已经告一段落，如何有效利用一模

试题进行查漏补缺，以更好地备考高考，值得研

究。下面我们以部分一模试题为例，在试题分析

的基础上，提出备考建议。

一、原题及分析

试题1：如图所示，圆形区域内有垂直纸面向

里的匀强磁场，一带电粒子从圆周上的 P 点沿半

径方向射入磁场。若粒子射入磁场时的速度大小

为 v1 ，运动轨迹为 PN ；若粒子射入磁场时的速度

大小为 v2 ，运动轨迹为 PM 。不计粒子的重力。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粒子带负电

B. 速度 v1 大于

速度 v2
C. 粒子以速度

v1 射入时，在磁场中

运动时间较长

D. 粒子以速度
v1 射 入 时 ，在 磁 场

中受到的洛伦兹力

较大

【分析】试题考查了左手定则，其中四指指向

等效电流的方向（正电荷的速度方向，负电荷运动

的相反方向）；洛伦兹力提供圆周运动向心力，即

Bqv = mv2
R

，根据图中轨迹可知，RPN＜RPM ，所以

v1＜v2 ；圆运动的周期 T = 2πm
Bq ，两个轨迹的圆心

角 关 系 为 αPN＜αPM ，可 知 tPN＜tPM ；洛 伦 兹 力
F = Bqv ，所以粒子以速度 v2 射入时，在磁场中受

到的洛伦兹力较大。由轨迹判断圆运动半径关键

在于用作图法找到轨迹所在圆的圆心，具体做法：

过 P 点作速度的垂线，再作 PN 连线的中垂线，两

条垂线的交点就是 PN 轨迹所在圆的圆心；用同

样的方法可以找到 PM 轨迹所在圆的圆心。

试题 2：波源 O 垂直于

纸面做简谐运动，所激发的

横波在均匀介质中沿纸面向

四周传播。图甲为该简谐波

在 t =0.10s 时的俯视图，实

线圆表示波峰，虚线圆表示

波谷，相邻两个实线圆之间

仅 有 1 个 虚

线 圆 。 该 介

质 中 某 质 点

的 振 动 图 像

如图乙所示，

取垂直纸面向

外为正方向。

下 列 说 法 正

确的是（ ）

A.该波的波速为15cm/s

B.图甲中质点 P 和 Q 的相位差为π
C. 图甲中质点 N 在该时刻速度方向垂直纸

面向外

D.图乙可能是质点 N 的振动图像

【分析】试题考查了波动和振动的关联以信息

表征转换的水平，由甲图可知波长6cm，由乙图可

知周期0.2s，波速为30cm/s；质点 P 和 Q 的距离为

半个波长，相位差为 π ；波谷在 N 点的前方，N 点

运动趋势与前面的质点相同，即垂直纸面向里；乙

图中质点在0.10s时的振动方向垂直纸面向外。试

题的新颖之处在于没有用波动图像表示波动信

息，改用实线表示波峰、虚线表示波谷的方式呈

现，如果有的同学对此感觉陌生，可以将图甲转换

成熟悉的波动图像，质点 P 在波峰、质点 Q 在波

谷，质点 N 在波谷和下一个波峰之间。在熟悉的

图像上进行分析，考生会感觉更加顺畅。

试题3：如图所示，轻弹

簧下端连接一重物，用手托

住重物并使弹簧处于压缩状

态。然后手与重物一同缓慢

下降，直至重物与手分离并

保持静止。在此过程中，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弹簧的弹性势能与物

体的重力势能之和先减少再

增加

B.弹簧对重物做的功等于重物机械能的变化量

C.重物对手的压力随下降的距离均匀变化

D.手对重物做的功一定等于重物重力势能的

变化量

【分析】试题考查了系统机械能变化、动态平

衡中的过程分析，胡克定律以及根据问题选择恰当

模型、规律解决问题的水平。重物“缓慢”下降，转

换成物理条件——合力为零，速度不变化（为零）。

下降过程中，系统的机械能表现为弹性势能和重力

势能，整个过程中手对重物一直有向上的作用力，

该力一直做负功，系统的势能一直减少；对重物而

言，其机械能的变化等于弹簧弹力做功与手做功之

和；整个过程中，弹力先做正功，后做负功，因不知

道释放时压缩量和分离时伸长量的大小关系，无法

判断整个过程中弹力总功是否为零，因此A、B、D均

不正确。设弹簧最初压缩量为 x ，下降的距离为
h ，手作用力为 F，则 F =mg + k（x - h）, F 与 h 是

一次函数关系，C正确。这道题解题的关键在于灵

活选取研究对象，对重物而言弹力和手的作用力做

功都会改变其机械能；对重物和弹簧系统而言，手

做功会改变系统的机械能，分析弹簧弹力时，要确

定原长的位置，找

准形变量。

试题 4：如 图

所示，空间中存在

竖直向下、磁感应

强 度 为 B 的 匀 强

磁场。边长为 L 的

正 方 形 线 框 ab cd
的 总 电 阻 为 R 。

除 ab 边为硬质金

属杆外，其它边均

为不可伸长的轻质金属细线，并且 cd 边保持不

动，杆 ab 的质量为 m 。将线框拉至水平后由静止

释放，杆 ab 第一次摆到最低位置时的速率为 v 。

重力加速度为 g ，忽略空气阻力。关于该过程，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a 端电势始终低于 b 端电势

B. 杆 ab 中电流的大小、方向均保持不变

C. 安培力对杆 ab 的冲量大小为 B2L3

R

D. 安培力对杆 ab 做的功为 mgL - 12mv2

【分析】试题以金属杆做圆周运动切割磁感线

为情境，从力、电角度设问，综合性较强。金属杆

摆到最低点过程中速度大小和方向均变化，产生

的电动势大小只与垂直磁场方向的分速度有关，

此分速度方向向左不变化，大小变化，因此回路中

电动势大小和电流大小均变化；由右手定则可知，
a 端为电源正极；整个过程中，安培力方向垂直磁

感线向右，其大小是变化的，整个过程中安培力的

冲量可以用安培力平均值的冲量来表示，设金属

杆水平方向的平均速度为 v̄ ，F = BĪLt ，Ī = BLv̄
R ，

代入得：F = L2B2 v̄t
R

= L3B2

R
，整个过程由动能定理

可得 mgL +W = 12mv2 ；此题的易错选项为 D，有同

学直接判断出安培力做负功后，设安培力做功大

小为W ，列式为：mgL -W = 12mv2 ，导致错误。

二、备考复习建议

1.用不同方式表示同一情景（概念）——提升
知识结构化水平

文字描述、公式表示、图像表示、图景表示是

物理中常见的表示方法。如波动的描述，常见的

表示方法为波动图像，还可以用实线表示波峰、虚

线表示波谷的图景形象描述；再如，合力F可以用

动能 Ek——位移 x 图像的切线斜率表示，还可以

用动量p——时间t图像的切线斜率表示。

2.从不同角度认识同一物理情境——丰富认
识方式

物理学的认识角度包括运动与相互作用角

度、能量角度、原理角度、实际应用角度等。如带

电粒子在平行板电容器板间电场中的偏转，可以

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从原理角度看，粒子做匀变

速曲线运动，动能变化只与静电力做功有关（不计

重力），可以讨论加速度的大小、偏转位移、速度偏

转角与哪些因素有关等问题；从应用角度看，可以

讨论该装置是否可以用于测量粒子的比荷、使不

同比荷的粒子分离等问题。

3.正确选择（识别）物理过程和状态——提升
用模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与实际联系紧密的题目的难点在于识别与情

境对应的物理模型、物理条件，并根据问题选用模

型适用的规律进行分析。比如，浇花装器的试题，

“旋转龙头的流量一定，使龙头旋转每周每个花盆

的浇水量相同”对应的匀速圆周运动模型，浇水量

相同对应经过每个花盆的时间相同，即线速度相

同。一旦将实际问题转化为对应的物理模型、物

理条件，难点就迎刃而解了。

4.整合梳理实验原理——拓展实验设计思路
实验设计能力是考查考生科学探究素养的重

要指标，考生设计能力的高低与基础知识的丰富

程度、结构化程度有关，整合梳理实验原理可拓展

实验设计思路，提升实验室设计能力。比如，关于

重力加速度的测量，利用二力平衡、自由落体运

动、平抛运动、单摆运动均可设计实验进行测量。

再比如机械能守恒，利用自由落体运动、气垫导轨

上物体的运动、平抛运动均可设计实验测量。

一模后考生要针对个人的具体情况查漏补

缺，点对点精准复习、纠偏、夯实基础，同时要全面

梳理主干知识，进行归纳整理、一题多解练习，拓

展思路、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