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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习题中的近似估算法初探
石岩龙

（云南省临沧市第一中学，云南 临沧 677000 ）

摘要：在高中物理习题的解题过程中，近似估算法是一种快速有效的解题方法。本文就是对该算法在高中物理解题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希望可以为高中物理习题解题策略的研究提供相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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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物理近似估算法的应用原则

在高中物理习题的估算过程中，学生经常会面对简捷的文字

和隐蔽的条件而感到束手无策。其实和常规的解题方法一样，在

近似估算法的应用过程中，只要掌握了其基本原则，就可以很快

掌握该方法的解题技巧，进而将其巧妙应用到高中物理的解题中。

在近似估算法的具体应用中，应该注意认真审题，在字里行间找

到隐蔽条件，对隐藏在习题中的物理现象、物理规律、相关概念

和物理过程等进行捕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准确揭示出题

设条件和需要求解的物理量之间的估算依据。

二、近似评估法在高中物理解题中的具体应用

（一）物理常数近似估算法的应用

所谓物理常数近似估算法，就是在解题过程中，为计算的方便，

按照题目要求对物理常量进行四舍五入处理，以此来代替繁琐计

算的一种解题方法。

比如：某人造地球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高度是 地Rh 3= ，该卫星

在此轨道上做匀速圆周运动。已知地球半径是 第R =6371km，重力

加速度为 2/8.9 smg = ，请对该卫星运动速率进行估算。

在该习题的解题过程中，可以设该卫星运动速率是 v，通过

牛顿第二定律可列出以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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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方过程中，因为对 R 地和 g 这两个常数做了近似处理，

所以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运算。因此在此类习题的计算过程

中，只有熟练掌握相关公式定理，就可以通过近似估算法来简化

计算过程，提升解题效率。

（二）理想模型的建立

在解决高中物理问题的过程中，通常会涉及到很多的因素，

此时，如果可以建立一个理想化的物理模型，然后将近似值估算

法加以合理运用，就可以让主要因素得以突出，次要因素忽略不计，

让原本抽象的物理问题转化为理想化的模型形式，以此来提升解

题效率。比如在对近地表自由落体运动习题的解决过程中，所应

用到的近似估算法通常是将空气阻力忽略。

比如，在给定了阿伏伽德罗常数，需要对水分子大小进行估

算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们将是分子看做是球体或者是

正方体，以此来估算出水分子的体积。

其实水分子并不是球体或者是正方体，但是在通过近似估算

法进行估算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一次要因素忽略，通过主要因素

来进行水分子体积估算。因为水分子间隙体积在其本身体积中微

乎其微，所以可将其间隙忽略不计，无论是按照球体还是按照正

方体来进行理想化物理模型的建立，都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近似估

算方法。但是该方法不可以应用在空气中各物质分子体积的估算

中，因为空气中各种物质分子之间的间隙很大。

（二）数学近似估算法的应用

借助于数学近似估算法来解决物理问题是高中物理解题的一

种重要能力。因此在应用近似估算法进行物理习题解题过程中，

也可以将数学近似估算法加以合理应用。

比如：如下图所示，A 和 B 两个小球的带电量分别是 4q 和 -q，

将其在一个光滑的绝缘细杆上固定，两者的距离是 d，在杆上如

果有一个带电的小环为 C，我们可以将这三点都看做点电荷。

1. 求出带电小环 C 的平衡位置；

2. 如果带电小环 C 的带电量是 -q，将其从平衡位置拉离一小

段位移 x 之后再将其静止释放，x 远小于 d，请判断 C 会做简谐振动。

图 1

在该习题的解题过程中，可以应用到近似值估算法。

1、设 C 与 AB 连线延长线上和 B 点相距 l，带电量是 Q

    通过库仑定律和平衡条件可列出以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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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右边作为正方向，则 C 所受到的回复力可以按照以下公式

进行计算：

 因为 x 远小于 d，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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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出

小环 C 所受到的回复力位移和大小都和 x 成正比关系，方向

与其相反，由此可知，C 做简谐振动。

在该习题的第二步，如果不采用数学近似估算法就不可能计

算出回复力和位移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数学近似法在物理近

似估算法的应用中可发挥出显著优势。

三、结语

近似估算法可以简化物理运算过程，提升解题效率。但是，

要想让近似估算法在高中物理解题中得以良好运用，并使其发挥

出充分的应用优势，学生一定要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并

不断拓宽自己的物理视野，以此来实现对近似评估法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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