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动量和能量专题中，涉及到一些典型的物理模型考查，
例如两小球碰撞、爆炸、反冲运动和人船模型等；同时，还涉及
有关两个物体在一维水平方向的碰撞模型。这类问题主要考
查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等在基本模型中的应用。考
生在备考过程中，应重点梳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例如：（2022年北京高考物理第10题）质量为 m1 和 m2 的
两个物体在光滑水平面上正碰，其位置坐标 x 随时间 t 变化的
图像如图1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碰撞前 m2 的速率大于 m1 的速率
B. 碰撞后 m2 的速率大于 m1 的速率
C. 碰撞后 m2 的动量大于 m1 的动量
D. 碰撞后 m2 的动能小于 m1 的动能
分析：该问题考查的是在一维水平面上两个小球发生正

碰的模型，其中还涉及了对 x - t 图像的分析。虽然四个选项
分别考查了速率、动量、能量等关系，但由于两个物体的质量
关系未知，因此很难直接做出正确选择。在高考考场上，要想
从容应对，首先应熟练掌握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即先要选取
研究对象——两个物体；接着，再思考分析针对该问题的基本
规律，即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在应用动量守恒定律
时，还应注意是否满足守恒条件；最后，分析能量之间的关系，
判断碰撞过程中是否有能量损失。遵循以上步骤进行思考，
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如果在分析的过程中忽视了解决问题
的一般思路和方法，往往将事倍功半。

从近年高考物理的知识点考查分析来看，中档题
通常注重考查同学们对基本模型、基本规律的掌握。
动量和能量专题是复习备考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同学
们应从模型与情境两方面着手，落实基本方法、提升分
析能力、掌握思想方法。

为什么说动量和能量是高考复习的重要内容呢？
让我们从历年真题中来看。当涉及有关流体或大量微
观粒子的问题时，通常以知识为背景，考查物理学科的
思想方法，如2020年第19题，考查了大量微观粒子产
生压强和动能的问题，需要考生从动量角度和能量角
度进行分析；而2021年则是基于类比思想对功能关系
进行考查。除此之外，动量和能量的知识还与生产生
活有着紧密联系，试题往往会基于真实情境考查同学
们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2020年第20题。
由此可见，同学们应重视动量和能量的专题复习，在情
境应用中内化知识，提升思维能力。下面浅谈该专题
复习中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高考试卷在后两道计算题中，往
往以知识考查为载体，同时更加注重对物理
学科思想、方法的考查。

例如：（2020 年北京高考物理第 19 题
节选）如图甲所示，真空中有一长直细金属
导线 MN ，与导线同轴放置一半径为R的金
属圆柱面。假设导线沿径向均匀射出速率相
同的电子，已知电子质量为 m ，电荷量为 e 。
不考虑出射电子间的相互作用。

（2）撤去柱面，沿柱面原位置放置一个弧
长为 a 、长度为 b 的金属片，如图乙所示。在
该金属片上检测到出射电子形成的电流为

I ，电子流对该金属片的压强为 p 。求单位
长度导线单位时间内出射电子的总动能。

分析：在该问题中，考查了电流的微观表
达式，以及如何分析解决大量微粒运动的问
题。这类问题常以“电子流”“光子流”“尘埃
颗粒”等作为研究对象，考查大量微粒持续作
用一段时间产生的作用力或压强。这类研究
对象的特点是微粒质量具有独立性，但一定
时间能产生连续作用力。因此，解题思路往往
要先选取研究对象，建构物理模型，通常来讲，
会建立“柱体”模型进行分析。接着，用“微元
法”分析一小段时间内微粒的个数，再应用动
量定理研究大量微粒的持续作用。同学们在
复习中，应注重对这类问题的整理，提炼出解
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熟练掌握如何应用
动量定理具体分析问题的思路。

动量和能量专题，从知识角度包含着动
量、冲量、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做功、各
种形式能，以及动能定理、功能关系、能量守
恒定律等内容，涉及到了物理学习中的各个
模块，因此其考查的形式更加多样，涉及的选
材也十分广泛。同学们在复习中应做好试题
的及时归纳与整理，从模型与情境两方面着
手，形成解决该类问题的基本方法。

近年来的高考试题，往往选材鲜活，贴
近考生的实际生活。因此，很多知识和方法
的考查都基于具体的情境展开。这些联系
实际且形式新颖的试题，更加突出考查学生
的关键能力和物理学科素养，因此涉及难度
都较大。实际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同学们在
分析的过程中，首先应在实际问题中抽象出
物理模型，再认真审题获取信息，并进一步
分析和求解。

例如：（2021 年北京高考物理第 20 题
节选）秋千由踏板和绳构成，人在秋千上的
摆动过程可以简化为单摆的摆动，等效“摆
球”的质量为m，人蹲在踏板上时摆长为 l1 ，
人站立时摆长为 l2 。不计空气阻力，重力加
速度大小为 g 。

（2）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人可以
通过在低处站起、在高处蹲下的方式使“摆
球”摆得越来越高。

a. 人蹲在踏板上从最大摆角 θ1 开始运
动，到最低点时突然站起，此后保持站立姿
势摆到另一边的最大摆角为 θ2 。假定人在
最低点站起前后“摆球”摆动速度大小不变，
通过计算证明 θ2＞θ1 。

b. 实际上人在最低点快速站起后“摆
球”摆动速度的大小会增大。随着摆动越来
越高，达到某个最大摆角 θ 后，如果再次经

过最低点时，通过一次站起并保持站立姿势
就能实现在竖直平面内做完整的圆周运动，
求在最低点“摆球”增加的动能 ΔEk 应满足
的条件。

分析：在该问题中，基于荡秋千的实际
情境，考查了从不同角度应用能量守恒定律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高中阶段的学习
中，多次出现过以人作为研究对象来考查物
理问题，通常会选择人体的重心进行分析。
此时，荡秋千的实际运动便可抽象为物体做
部分竖直圆周运动的物理模型。抽象出模
型后，就需要根据这类模型的特点，明确分
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最后结合该模型下涉
及的问题，恰当选取相关知识，分析解决问
题。通常情况下，竖直圆周运动都是变速运
动，而解决变速运动的方法主要是功能关系
和能量守恒定律。对于（2）b这一问题的分
析，如果结合生活实际的感受，会有较大启
发。要做完整的圆周运动，除了满足最高点
的临界条件外，还需要人在最低点将更多其
他形式的能转化为动能。

综上分析，面对基于实际情境的物理问
题，首先要将实际问题转化为物理问题，抽象
出物理模型，再选择恰当规律解决问题。因
此，要求考生对物理中常见的模型，以及该模
型涉及的知识和方法，做到十分熟悉。

二、基于实际情境，提升分析能力

三、注重题型整理，掌握思想方法

一、基于基本模型，落实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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