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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审题“翻译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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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审题过程中，审题“翻译法”能把题意理解透彻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审题“翻译法”包括三个环节：理
解、转换、表达。以选择题型和计算题型为例，分析用“翻译法”来审题，提出在物理教学中应转变教学方式、转变教师角

色、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思考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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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审题“翻译法”的含义及常见的几个问题
物理审题“翻译法”是指在物理问题情景中，运用物

理或数学语言，将题中隐藏的物理信息翻译出来。具体

地说，就是要弄清楚问题的已知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之

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最终用物理语言和数学语言将文字、

物理符号、图表、图象等所表示的信息表述出来。其作用

是：深入细致地分析物理题目，化隐为显、化暗为明、化抽

象为具体、化特殊为一般［１］。

审题中出现的几个常见问题：（１）不重视字、词、句的
联系，对有用字、词、句辨别能力弱；（２）对物理定理、定
律、公式，没有使用意识；（３）不关注已知和所求之间的关
系；（４）信息无法转化为数学语言［１］。

２　如何用审题“翻译法”
审题“翻译法”包括三个环节：理解、转换、表达。理

解是分析物理原有的内容，掌握题目所要表达的信息，即

找出题中关键字、词和句，从而发掘隐含条件；转换是将

陌生、复杂的问题转换成熟悉、简单的问题；表达是指使

用物理语言和数学条件将题目中的信息表述出来［１］。

２．１　理解———找关键字、词、句，发掘隐含条件
（１）常见关键字、词和句。如：“恰好平衡”“恰好为

零”的“恰好”；“最大输出功率”“最小距离”中的“最大”

“最小”；“缓慢变化”“迅速压缩”的“缓慢”“迅速”等等。

（２）发掘隐含条件的常见方法：由题中的数学关系找出隐
含条件；从关键语句中寻找隐含条件；从题设图形中寻找

隐含条件。

２．２　转换、表达———题目表述的“翻译”过程
２．２．１　把表述翻译为物理情景

（１）物理语言中的关键字、词、句及隐含条件的翻译，

如“表面光滑、不计摩擦”翻译为“表示受力分析时不要

考虑摩擦力”。（２）运动模型中的关键字、词、句及隐含条
件的翻译，如“弹性碰撞”翻译为“系统动量守恒，系统的

机械能也守恒”。（３）物理现象中的关键字、词、句及隐含
条件的翻译，如“带电粒子能沿直线穿过速度选择器”翻

译为“表示粒子的速度Ｖ＝Ｅ／Ｂ”。
２．２．２　把情景翻译为具体的物理条件

例１：汽车以１５ｍ／ｓ的速度运动，关闭油门后获得３
ｍ／ｓ２的加速度，问８秒内汽车的位移是多少？［２］

翻译为：汽车是作匀减速运动，然后停下来。

例２：小球以１５ｍ／ｓ的速度滚上一光滑斜面，获得３
ｍ／ｓ２的加速度，问８秒内小球的位移是多少？［２］

翻译为：小球沿斜面匀减速上滚到最高点后，因为斜

面光滑，故小球到最高点时，不会停止，会继续沿斜面以

相同加速度下滚。

２．２．３　把物理条件翻译为数学条件
如例１翻译为末速度为零，列出数学表达式为Ｖ２ｔ－Ｖ

２
０

＝２ａＳ，Ｖｔ＝０，Ｖ０＝１５ｍ／ｓ，ａ＝－３ｍ／ｓ
２；而对于例２，翻

译为可以反向加速，加速度不变，列出数学表达式为 Ｓ＝

Ｖ０ｔ＋
１
２ａｔ

２，Ｖ０ ＝１５ｍ／ｓ，ｔ＝８ｓ，ａ＝－３ｍ／ｓ
２。

３　审题“翻译法”案例分析
３．１　选择题型

例３：（双选）在电场强度大小为 Ｅ的匀强电场中，一
质量为ｍ、带电荷量为＋ｑ的物体从Ａ点开始以某一初速
度沿电场反方向做匀减速直线运动，其加速度的大小为

０．８ｑＥ／ｍ，物体运动ｌ距离到Ｂ时速度变为零。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Ａ．物体克服电场力做功０．８ｑＥｌ；Ｂ．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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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势能减少了０．８ｑＥｌ；Ｃ．物体的电势能增加了ｑＥｌ；Ｄ．
若选Ａ点的电势能为零，则物体在Ｂ处的电势能为ｑＥｌ。

分析：这道题很多同学无法动手，原因是题目没有明

确说明是否考虑重力、电场方向如何，物体向上运动还是

向下运动？Ａ点在上方还是Ｂ在上方？
（１）找出关键字、词、句和隐含条件。匀强电场、带电

荷量为＋ｑ、物体沿电场反方向匀减速直线运动、加速度
的大小为 ０．８ｑＥ／ｍ、运动ｌ距离到Ｂ时速度变为零。

（２）审题“翻译法”翻译破解：
条件１：“物体做直线运动，其加速度的大小为 ０．８

ｑＥ／ｍ”翻译为“电场在竖直方向上，与重力方向共线，电
场力方向向上（如果向下，则加速度应大于０．８ｑＥ／ｍ），
要计重力，且电场力要大于重力”；

条件２：“一质量为ｍ、带电荷量为＋ｑ的物体从Ａ点
开始以某一初速度沿电场反方向做匀减速直线运动”翻

译为“电场线向上，速度方向向下，且电场力大于重力，且

Ａ点在上方”。
（３）翻译为数学条件：ｑＥ－Ｇ＝０．８ｑＥ；得 ｑＥ＝５Ｇ，即

Ｇ＝０．２ｑＥ。
３．２　计算题型

例４：在图１所示的直角坐标中，ｘ轴的上方存在与 ｘ
轴正方向成４５°角斜向右下方的匀强电场，场强的大小为

Ｅ＝槡２×１０
４Ｖ／ｍ．ｘ轴的下方有垂直于ｘＯｙ平面向外的匀

强磁场，磁感应强度的大小为Ｂ＝２×１０－２Ｔ．一个比荷为
ｑ
ｍ ＝２×１０

８Ｃ／ｋｇ的正点电荷从坐标为（０，１）的Ａ点由静

止释放，电荷所受的重力忽略不计。求：（１）求电荷从释放
到第一次进入磁场时所用的时间；（２）求电荷在磁场中做
圆周运动的半径；（３）当电荷第二次到达 ｘ轴上时，电场
立即变为竖直向下，而场强大小不变，运动到 Ｐ点处时速
度方向与ｘ轴正方向相同。试求Ｐ点位置坐标。

图１　情景

（１）关键字、词、句：重力不计、由静止释放、与ｘ轴正
方向成４５°角斜向右下方的匀强电场、ｘ轴的下方有垂直
于ｘＯｙ平面向外的匀强磁场、电场方向变成竖直向下。

　　（２）翻译成物理条件如下：
条件１：“重力不计”翻译为“只受电场力或洛仑兹力

作用”；

条件２：“由静止释放”翻译为“刚运动时，在电场中
做匀加速直线运动，进入磁场后，做匀速圆周运动”；

条件３：“ｘ轴的下方有垂直于ｘＯｙ平面向外的匀强磁
场”翻译为“边界是直的，出磁场也与ｘ轴正方向成４５°角
方向出磁场”；

条件４：“电场方向变成竖直向下”翻译为“粒子在电
场中做类斜抛运动”。

（３）翻译成数学条件如下：
条件１：“在电场中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翻译为“根据

牛顿定律和运动学公式（或动能定理）列方程求解时

间”；

条件２：“在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翻译为“根据洛
伦兹力提供向心力和三角形知识列方程求解”；

条件３：“粒子在电场中做类斜抛运动”翻译为“运用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列方程”。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过程更加清晰，有目的地

寻找物理规律［３］。

４　物理教学建议
（１）转变教学方式———由教师的主导变为学生的自

主学习。重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创设对学生有挑战性

的问题情境，变“灌输式”“一问一答式”为“启发式”。

（２）转变教师角色，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教学
活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引导学生清楚地理解物理问题

的全部条件和结论；准确地依据题意画出示意图；把不便

直接进行物理解题处理的语言转化为便于物理解题处理

的物理语言；书写步骤能有条理地重述解题的主要方法、

主要思想，具体到解题步骤各自的作用及意义；挖掘比较

隐蔽的条件并用物理语言将其表面化［３］。

（３）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思考习惯。实施“变式”教
学，提问、举例、习题要注意多样性，要注意一题多解、一

题多问、一题多变的训练；要加强解题能力的训练，引导

学生不断总结解题技巧和探索问题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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