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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教材中几个容易被忽视的因果关联
杨同心

（灵台县百里中学，甘肃 平凉 744412）

摘要：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因果关联，一种物理现象的产生往往是由另外

一种或多种现象引起的，并且它的出现又会引发新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引起新现象的现象是原因，而产生的新现象是结果。因果关

联从本质上说明了，物质世界中各种现象的产生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有归于无。明确各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是正确掌握物

理知识、认识物质世界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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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务教育物理教材中，有几个定律或结论的因果关联容易

被同学们忽视，它们的共性都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才产生了什

么样的结果，有着一定的因果关联，而且在表述中总是把结果放

在了语句的前边，把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放在了后边；这是不能

倒过来叙述的，否则会出现错误。就像人们常说“这个孩子长得

很像他的父亲”，但不能说“这个父亲长得很像他的孩子”。归

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处：

一、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这是八年级物理第四章《光现象》中光的反射定律里的内容，

反射角与入射角相等，通过对这一规律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反

射光线的状态取决于入射光线，反射角取决于入射角，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先有入射光线和入射角，这是原因；后有反射光线和反

射角，这是结果。有了入射光线，才有反射光线，有了入射角才

有反射角。如果学生不注意其中的因果关系，容易说成“入射角

等于反射角”，就成了因果倒置。

二、光从空气斜射入水或其他介质中时，折射角小于入射角

这也是《光现象》中的结论。同样的道理，这里先有入射光

线和入射角，这是原因；后有折射光线和折射角，这是结果；这

里把结果放在了语句的前边，把原因放在了后边；不能说成“光

从空气斜射入水或其它介质时，入射角大于折射角”。

三、在电阻一定时，导体中的电流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

这是九年级物理第十七章《欧姆定律》中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的实验结论。电阻一定时，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压变化是引起

电流变化的原因，不能说成电压与电流成正比。因此，在绘制电

流、电压关系图像的时候，应当以电压为横坐标，以电流为纵坐

标，表示电流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电压随电流的变化而

变化，即不能因果倒置。一些物理学习资料上有时会出现以电流

为横坐标、电压为纵坐标的图表，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电压是形

成电流的原因，电流是电压驱使自由电荷作定向移动的结果，在

这个结论的表述中，同样把结果放在语句的前边，把原因放在后

边；就不能说成“在电阻一定时，导体两端的电压跟导体中的电

流成正比”。

四、在导体两端的电压一定时，导体中的电流跟导体的电阻

成反比

这也是《欧姆定律》中的结论。导体的电阻对电流有阻碍作

用，电阻是阻碍电流增大的原因，而电流的减小是电阻增大的结

果，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电阻变化会导致电流的变化，所以要

把结果放在了前边，把原因放在了后边，要说“在导体两端的电

压一定时，导体中的电流与导体的电阻成反比”，而不能说成“在

导体两端的电压一定时，导体的电阻跟导体中的电流成反比”。

五、物体所受的重力跟它的质量成正比

这是八年级物理第七章《力》中对重力大小跟质量的关系的

陈述。由于物体具有了质量，所以地球才对它施加了吸引力（重力），

这里质量是原因，重力是结果，所以不能说“物体的质量跟它所

受的重力成正比”。

六、物体保持匀速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叫做惯性

这一知识点是八年级物理第八章第一节《牛顿第一定律》中

的内容。惯性现象在生活当中很常见，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

但难以准确地描述其本质规律，这就是没有把握其中因果关系的

表现。例如人在跑步时，如果被石头绊住，就会向前摔倒。对于

这一现象，许多学生都知道是由于惯性引起的，但往往无法详细

准确地表达出其中的因果关联。对此，教师可通过问题的方式来

引导学生：物体原本处于什么状态，在受力时，物体的哪一部分

出现了受到了什么影响，出现了什么变化，由于惯性，没有受力

的部分仍要保持原来的状态，所以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通过这

样的指导，学生很快就能明白，在人跑步的时候，身体处于向前

运动的状态，但当脚被绊倒的时候，受到阻力，会立刻停止运动，

但由于惯性的缘故，身体的上半部分仍要保持向前的运动状态，

因此，就会向前倒去。

七、结语

总之，因果关联在初中物理教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掌握知

识中的因果关联是学生正确理解知识、运用知识的重要前提。在

这些知识点的教学中，学生往往只重视了数量关系的运算，忽视

了其中的因果关联，导致理解错误。因此，作为教者，我们应该

及时地引导学生对知识中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帮助学生更加深

刻、准确地理解物理知识，从本质上把握各种事物运动的规律，

从而避免此类错误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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