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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解题中极限思维法的有效应用研究
张　蕾

（江阴市第一初级中学，江苏 江阴 214400）

摘要：作为一门逻辑性较强的学科，初中物理学科的题目具有较高难度。因此，很多学生在初中物理解题过程中会出现学习困难的现象。

初中物理题目较为复杂，条件的变化也会影响答案的正确性。极限思维兼具数学思想和物理思想，它通过对临界值进行合理性和科学性

的分析，从而快速解题。学生利用极限思维的解题方法，有助于开阔思路，突破解题瓶颈。基于此，文章对初中物理解题中极限思维法

的有效应用展开分析和研究，对极限思维法的概念展开论述，分析研究了极限思维法的高效运用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初中物理解题

中极限思维法的有效应用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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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极限思维就是在思考问题时，从极端的视角出发，分析

特殊的物理现象，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在物理学科中教师应当有

效利用极限思维法展开教学，在教学期间渗透极限思维法，结合

具体的物理情景分析问题，从而提高解题效率，理清解题思路，

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一、极限思维法概述

极限思维是物理学科解题的一种高效快捷的方法，教师需要

有效利用问题假设法，先根据问题进行预设，并对假设进行反向

推导，从而判断假设成立的有效性。这种学习方法看似用了一种

片面的思维形式进行解题，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思维严谨的解题方

法。这种解题方法更加高效和方便，克服解题上的困难，提高解

题效率。在初中物理学科教学中，教师需要利用极限思维法展开

教学，拓展学生的学习思路，帮助学生梳理关键问题和难点问题，

优化思维模式。这种方法的解题思路主要是在解题过程中，将题

目的已知条件中某个空间内的变化关系进行分析，让学生理解两

个变量表现为单调下降、上升的函数关系，从而将一个变量当作

区间的极值点，代入到整个解题活动中。这种解题方式的运用，

能够更好地突出主观问题，凸显出关键性的因素，让学生深化对

题目的理解，从而形成系统的解题思路。

在物理题目解题中，极限思维的运用受到很多学生的喜爱，

学生能够通过运用极限思维，掌握基本的解题方法，解决难以解

答的实验结论。物理学科的解题过程需要学生进行拆解和分析，

将最高和最低的极限值代入到公式运算中，从而求出物理的两个

极限值，得出相应的变量。这种思维方法有助于引导学生高效解题，

并把握整体的解题思路，促进自身的思维品质发展。学生在应用

极限思维法解决物理学科题目时，需要重点对题目中的变量和条

件进行分析，对其中的变量赋予极限值，从而具有快捷、简便的

特点。教师在物理解题过程中需要有效利用这种教学方法，提高

解题成效，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引导学生在物理学习的过

程中提高综合素质，增强综合能力。

二、极限思维法在初中物理学科中应用的意义

物理学科对于学生的思维能力要求相对较高，一些学生在物

理知识学习期间，经常会感觉到学习上的吃力，主要是没有找到

正确解题的思维方法。然而，物理问题并不像学生理解的那样复杂，

不同类型的题目还需要运用到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设置大量的题目，这样只能让学生通过机械记

忆记住公式，而没有让学生进行理解。教师需要转变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正确的思维习惯，从而提高解题效率。

其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极限教学法，将限制状态中最大或

最小值代入到其中，引导学生分析因果关系，并利用极限思维来

解决实际问题。

首先，寻找到问题的核心关键点。初中生第一次接触物理学

科，他们往往会感受到物理学科是一门难以理解的学科，学生很

难从摸清物理学科的规律，难以理解其中的知识原理。另外，在

一些题目中的题目信息具有迷惑性，题目会设置很多无关的信息，

这就需要学生分析题目信息，思考题干信息中哪些知识点能用，

哪些知识点不能用。教师可以有效运用极限思维法，让学生观察

题目中的有效信息，采用极限思维法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教师需

要需要根据已有的条件，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并将自己预设的极

限值代入到其中，从而突破关键点。

其次，有效提升解题效率。极限思维方法的高效运用，能够

一定程度上提高解题的效率，简化了计算的过程。学生可以利用

极限思维法，按照题目的信息，确定最大最小的极限值，让学生

代入其中。这种解题模式有助于梳理学生的解题思路，让学生明

确自己的想法，从而找到问题的突破口，快速完成解题。

最后，能验证问题的答案。利用极限思维方式，能够让学生

明确解题思路，并验证问题的解题过程，从而找到变量中最直观

的量。在验证问题期间，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注重验证的真实性，

凸显出验证的结果，从而引导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

三、初中物理解题中极限思维法的有效应用策略

（一）利用极限思维法寻找问题突破口

在学生解决重难点知识时，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发散思维，不

要局限于某一知识要点，鼓励学生打破思维的局限性，从关键问

题中获取信息，并完成高效解题。然而，在实际的解题过程中，

学生会遇到解题上的障碍，从而导致了解体效果不佳。在这种情

况下，教师要利用极限思维，凸显出教学的鲜明特点，对极端化

的问题进行分析，让学生分析两个极限量的变化关系。其中，教

师需要结合问题的关键点，在复杂的题目信息中做好筛选，帮助

学生把握解题的关键，从而避免被干扰信息所影响。

例一，在甲、乙两个斜面中，高度是相同的（h），斜面的长

度也是相同的（l）。斜面乙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斜面甲的倾斜

角是 α，斜面乙的倾斜角是 β，然而 α ≠ β。如果有两个完全

相同的小球都要从斜面顶端滚下，如果忽略摩擦力，斜面甲和斜

面乙的小球，哪一个更快地到达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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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小球在斜面甲上的运动是匀加速运动，只要计算出小

球达到底部的时间就能得出相应的答案。物理公式表达为：

<< Eqn00001.wmf>>， a sin g g h L= ∂ • = •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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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解

得小球的速度为 v 2gh= ，匀速运动的时间为：
2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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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由

此得出小球在斜面甲上用的时间更长，更早到达底部的是斜面乙

上的小球。当面对这种问题，教师需要做好教学分析，分析小球

在斜面甲上的运动特点，分析小球的运动变化过程，从而求解顶

端到底部的时间，计算斜面乙的落地时间。在解题过程中，教师

需要让学生明确题目的重要信息，代入极限值，从而简化解题的

过程，引导学生掌握解题的基本思路。

（二）利用极限思维法提高解题效率

对于初中物理学科来讲，它的教学问题更加抽象和复杂，学

生的解题存在较高的难度。一般情况下，学生在求解的过程中运

用课堂所学的知识，并结合公式展开分析和求解虽然能够得到答

案，但这种解题方式会比较烦琐，如果学生出现计算上的错误，

就会遗漏步骤，从而导致出现错误答案。对此，在解题过程中，

教师有效运用极限思维教学法，有助于提高解题效率，让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探求解题途径，从而将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促进学

生高效解决问题，提高问题的准确性。

例二，下图中的定滑轮被安装到天花板，它通过一根绳子，

拉起为重量为 G 的正方体箱子。在这套装置中，将绳子 AC 换成

长度更长的绳子 AC’，保障装置在处于静止状态。提问：直杆

AB 所受到的压力 N 和绳子受到的拉力 T 是怎样变化的？

解析：在这道题目涉及到“力的问题”有关知识点，由于物

理条件较为复杂，变化情况较多，学生往往无法准确掌握解题方法。

对此，教师需要在学生解题的过程中进行指导，锻炼学生的解题

思维能力。一般情况下，学生会通过牛顿第三定律进行求解，让

学生根据题干信息，根据 F=-F’的表达式完成整个求解过程。这

种解题效率相对较低，教师需要做出教学改革，适当引入极限思

维法，让学生结合牛顿第三定律，将所有的式子联立起来，求得

相应的变量：N’=-N’，T’=-T’， T=gsinθ ， gtgN θ= ，当

θ 的角度越来越小，T 也就会随之见效，N 也就会随之变小。学

生能够在出现解题困难的过程中，高效完成解题。

（三）通过极限思维法促进思维发展

初中物理知识的内容相对复杂，学生需要及时分析出问题的

关键信息，从而利用极限思维提高解题质量和效果。在极限思维

学习方式下，学生能够假设其中的任意变量，在空间内达到一定

极限点后，对整个题目进行分析。

例三，在一个容器内盛满水，并在盛满水的容器中放置一块

木板，当木板静置一段时间后，能够浮出水面，如果木板浮出水面，

剪裁去图一虚线之下的木板位置，剩余的木板会有哪些变化呢？

解析：此类题目看似相对较难，但是学生如果仔细阅读题目

中的关键信息点就可以求出相应的答案。然而，学生容易受到刻

板思维的影响，在解题过程中会出现惯性的求解思维，通过实际

测量的方式求解物体密度，并进行求解。根据 f 浮 =G 物，列出式

子 ρ 物 gV 物 =ρ 水 gV 排，若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物体会漂

浮上来，如果裁去一定的木板，物体的面积也会逐渐变小。如果

物体仍旧保持一个漂浮的状态，排水体积也会减小。对此，教师

需要引导学生利用极限思维，设想将水面下的全部木板截掉，如

果木板想要继续保持一个漂浮的状态，则需要下沉一部分，教师

需要引导学生通过极限思想进行求解，从而提高解题效率，引导

学生提高学习质量，促进思维品质发展。

（四）利用极限思维法检验解题成果

在初中物理解题过程中，教师需要利用极限思维的教学方法，

帮助学生快速检测解题结果，从而提高解题的准确率，突破问题

的局限性。对此，教师要让学生了解到自身存在的错误，指导学

生结合自身所学的知识，对错误问题进行改正，从而弥补解题上

存在的不足，提高解题效率，引导学生更好地掌握解题思维。

例四，如图，将斜面固定，并将一个正方体物品放置在上面，

给物体一个平行于斜面的力 F，求解斜面的机械效率情况。

解析：这一部分的知识点涉及到“力”，在解题期间，教师要

做好教育引导，帮助学生理解梳理基本的知识点。其中，教师分析

整个题目：物体向上拉泽会产生摩擦力为 f 的力，物体通过克服重

力做功，同时还要克服 f 做功。学生需要根据已知条件进行分析，

并将整个式子列出来。 cosN G θ= ， f cosN Gµ µ θ= = ，所以得出

结论推理，当θ 的角度变小时，压力 N 也就会变小，摩擦 f 也就会

变小。为了确保题目的正确性，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

验 证。 当 斜 面 垂 直 于 地 面 时， cos cos90 0N G Gθ= = ° = ，

f cos cos90 0N G Gµ µ θ µ= = = ° = ，这时并没有进行额外做功，斜

面机械效率最大。当斜面平行于地面时， cos cos0N G G Gθ= = ° = ，

f cos cos0N G G Gµ µ θ µ µ= = = ° = ，这时额外功最大，斜面的机

械效率最低。

四、结语

综上所述，极限思维法在初中物理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对此，

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展开教学引导，合理设置教学活动，

让学生根据题目的题干信息展开分析，从而锻炼学生的解题能力，

提高学生的解题效率，增强解题答案的准确性，确保学生能够高效、

准确地完成解题过程，提高思维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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