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电路问题是电学中的一个重点题型，主要可分为
两类。一是模型式，由于滑动变阻器滑片的移动或是电路
中开关的通断，导致电路中电阻值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其
他量变化。这类问题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计算。二是情
境式，通常需要明确情境中电路的结构，再开始分析变化
情况，这类问题主要是定性分析。

如何解决这两类动态电路问题，下面笔者逐一举例说明。

类型一：模型式动态电路问题

变化问题可从不变量入手，一般按照“局部—整体—

局部”的顺序进行分析，主要依据欧姆定律 I = U
R

和串并

联电路中电流、电压的关系进行分析和计算。

1.由于滑动变阻器滑片的移动引起的变化

【例1】 如图 1 所示电路，电源两端电压为 4.5V 且恒
定。电流表的量程为0～0.6A，电压表的量程为0～3V，小
灯泡规格为“2.5V 0.5A”（假设灯丝阻值不变），滑动变阻
器规格为“20Ω 1A”。闭合开关，向右移动滑动变阻器的
滑片P，保证电路中各元件都不超出额定值，判断下列说
法是否正确。

（1）电路中的总阻值变小
（2）电流表示数变大
（3）电压表示数变小
（4）电流表示数变化范围是0A～0.5A
（5）电压表示数变化范围是0.9V～2.5V
（6）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值变化范围是4Ω～20Ω
【解析】 首先明确不变量，本题中的不变量是电源两

端电压和小灯泡灯丝的阻值；然后从局部开始分析，滑片
P移动导致电阻如何变化？这样的局部变化会引起整个
电路中电阻、电流或电压如何变化？最后再分析局部某个
元件的电流、电压如何变化。本题中滑片P向右移动，滑
动变阻器连入电路中的阻值 R1 变大，根据串联电路电阻
关系 R总 =R1 +RL 可知，R总 变大，所以（1）错误；再根据欧

姆定律，电路中的电流 I = U
R

总
，电源两端电压U 不变，R总

变大，电流 I 变小，所以电流表示数变小，（2）错误；电压表

测量小灯泡两端的电压U1 ，小灯泡灯丝的阻值不变，又根
据欧姆定律U1 = IRL ，RL 不变，I 变小，所以UL 变小，即电
压表示数变小，（3）正确。

电流表示数变化范围、电压表示数变化范围、滑动
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值变化范围三个要一起综合考
虑 。 第 一 步 找 到“ 限 制 条 件 ”，根 据 小 灯 泡 规 格 为

“2.5V 0.5A”和滑动变阻器规格为“20Ω 1A”可以确
定，电路中电流最大值是 0.5A，小灯泡两端电压最大值
是 2.5V，此时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是 2V，滑动变阻器
连入电路的阻值为 4Ω，即确定了滑片 P 向左移动的最
远位置。第二步用前三问的思路确定滑片向右移动的
最远位置，P 向右移动，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中的阻值
R1 变大，电流 I 变小，UL 变小，当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
中的阻值为 20Ω 时，R总 =R1 +RL = 20Ω+ 5Ω= 25Ω ，电路

中电流 I = U
R

总

= 4.5V25Ω = 0.18A ，电流表示数变化范围是

0.18A～0.5A，（4）错误。
小灯泡两端电压 U1 = IRL = 0.18A × 5Ω= 0.9V ，即电压

表示数变化范围是0.9V～2.5V ，（5）正确。而滑动变阻器
连入电路的阻值变化范围是4Ω～20Ω，（6）正确。

2.由于电路中开关的通断引起的变化

【例2】 如图2所示电路，电源两端电压保持不变，在
不短路电源的情况下，可用不同开关的通断组成不同的电
路，使电流表有不同的示数。已知 R1＞R2 ，请分析说明怎
样通断开关能使电流表示数最大。

【解析】 本电路除三个开关都闭合以外均可组成符
合题意的电路。

不变量是电源两端电压和两个电阻的阻值。
只闭合S1，则只有 R2 接入电路；
只闭合S2，则 R1 和 R2 串联接入电路；
只闭合S3，则只有 R1 接入电路；
闭合S1和S2，断开S3，R1 被短路，电路中只有 R2 ；
闭合S2和S3，断开S1，R2 被短路，电路中只有 R1 ；
闭合S1和S3，断开S2，R1 和 R2 并联接入电路。
这6种情况，可以确定的是当 R1 和 R2 串联时，电路中

的阻值最大，根据欧姆定律可知此时电路中电流最小；而 R1
和 R2 并联接入电路，电路中的总电阻 R总 小于 R1 ，也小于
R2 ，更小于 R1 和 R2 串联后的总电阻，由欧姆定律可知此时
电路中电流最大。即闭合S1和S3，断开S2，电流表示数最大。

若已知电源两端电压和 R1 、R2 ，就可以定量计算出
每一种情况的电流表示数。

类型二：情境式动态电路问题

解决实验情境或是生活情境中的动态电路问题，考
生首先需要根据情境描述确定好电路结构，然后同样按照

“局部—整体—局部”的思路依据欧姆定律进行分析。
【例3】 小京在学习时，用两端电压不变的电源及其他

器材做了如图3所示的实验。她将电阻丝 R1 、R2 先后分别
接入电路中的a、b两端，闭合开关后，观察到接入 R2 时，小灯
泡的亮度更亮，电流表的示数更大。已知灯泡亮度变亮时，
灯丝电阻变大。请分析并判断 R1 与 R2 阻值的大小关系。

【解析】 R1 、R2 分别接入电路中，等效电路如图4甲、
乙所示

电源电压U 不变，电流 I1 < I2 ，灯丝电阻 RL˂RL′
依据欧姆定律UL = I1RL ，UL′ = I2RL′，可知UL˂UL′
依据串联电路的电压关系 U1 =U−UL ，U2 =U−UL′ ，

可知U1˃U2

依 据 欧 姆 定 律 变 式 可 得 R1 = U1
I1

，R2 = U2
I2

，可 知

R1˃R2
本题中不变量是电源两端的电压，首先利用欧姆定律

找出灯泡两端电压关系，然后根据串联电路电压关系得到
R1 和 R2 两端电压关系，最终再利用欧姆定律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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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U 是形成电流的原因；
电阻 R 是导体本身特性，
表示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

欧姆定律：I = U
R

串联电路

I = I1 = I2
U =U1 +U2

R =R1 +R2
R＞R1，R＞R2

并联电路

I = I1 + I2
U =U1 =U21
R
= 1
R1

+ 1
R2

R＜R1，R＜R2

电路图

电流关系
电压关系

电阻关系

表1 三量在两类电路中的关系

欧姆定律是物理学科中非常重要

的规律。它反映了电流 I 、电压 U 和

电阻 R 这三个电学量之间的关系，是

分析解决电路问题的金钥匙，也是整

个 初 中 物 理 电 学 的 核 心 内 容 。

I、U、R 三个量在串、并联两类电路

中的关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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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应用欧姆定律解决动态电路问题，除了需要掌握欧姆定律和“局部—整体—局部”的分析思路，还需具备一定的技能，比如判断

电路类型，判断各表测量哪些元件等，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