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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常用方法在高考物理中的应用
忻永立

浙江省宁波市五乡中学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高考物理考试大纲中明确要求考生要具备应用数学知识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即“能够根据具体问题列出物理量之

间的关系式，进行推导和求解，并根据结果得出物理结论；能运用几何图形、函数图像进行表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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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知识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具体要求为:
(1) 能根据具体的物理问题列出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能

把有关的物理条件用数学方程表示出来。
(2) 在解决物理问题时, 往往需要经过数学推导和求

解, 进行数值计算; 求得结果后, 有时还要用图像或函数关
系把它表示出来; 必要时还应对数学运算的结果做出物理上
的结论或解释。

(3) 能够运用几何图形、 函数图像解决物理问题, 要能
够对物理规律、 状态和过程在理解的基础上用合适的图像辨
识出来, 会用图像来处理物理问题。

高中物理解题常见的数学思想方法主要包括估算法、 几
何法、 函数法、 比值法、 图解法、 极值法、 微元法、 归纳法、
极限分析、 分类讨论等, 经常要用到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几
何、 函数图像、 三角函数、 不等式、 数列、 微积分初步等。
本文将举例几种数学思想方法跟大家来分享。
一、 近似计算与估算法

估算法是指依据一定的物理概念和规律, 对所求物理量
的数值和数量级大致推算的一种近似方法。 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联系实际, 用物理常识来估算, 快速解题; 一类是简
化、 转化物理情景后科学地进行近似处理, 从而快速解题。

1. 联系实际, 用常识来估算。 这类题通常物理背景比较
模糊, 未知的量与已知的量之间的联系也不容易看出来, 解
题过程中常需要对实际问题做出恰当的处理 (建模)。

解决这类问题时, 应该有一定物理常识储备, 记住这些
对估算题相当有效:

(1) 质量常识: 一般高中学生质量为 50~ 60
 

kg。
(2) 长度常识: 地球半径约为 6400

 

km; 原子直径数量
级为 10-10

 

m; 楼层高度约为 3
 

m。
(3) 速度常识: 卫星运行速度小于 7. 9

 

km / s; 光速为 3
×108

 

m / s; 空气中的声速约为 340
 

m / s。
(4) 加速度常识: 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 g 约为 10

 

m / s2 ,
月球表面重力加速度约为地球表面的 1 / 6。

2. 简化、 转化物理情景后进行估算。
有些物理问题由于缺乏必要的已知条件, 无法用常规的

方法来求出物理问题的准确答案, 采用 “估算” 的方法就能
忽略次要因素, 抓住问题的本质, 充分应用物理知识进行快
速数量级的计算。
二、 利用数学知识求极值

数学中求极值的方法很多, 物理极值问题中常用的极值
法有: 三角函数极值法、 均值不等式极值法、 一元二次方程
的判别式法等。

1. 二次函数: y = ax2+bx+c (其中 a、 b、 c 为常数且 a≠

0), 当 x = - b
2a
时, y有极值 ym = 4ac -b2

4a
(若 a>0, y有极小

值; 若 a<0, y有极大值)。
2. 利用三角函数求极值
(1) 二倍角公式法: 如果所求物理量的表达式可以化成

y = Asin
 

θcos
 

θ, 则根据二倍角公式, 有 y = A
2

sin
 

2θ。 当 θ =

45°时, y有最大值, ymax = A
2

(2) 和差角公式法: 如果所求物理量的表达式为 y = asin
 

θ+bcos
 

θ, 通过和差角公式转化为 y = 　
a2 +b2 sin

 

( θ+φ)。
当 θ+φ = 90°时, y有最大值, ymax=

　
a2 +b2

三、 应用函数表达式与图像综合解决问题
每一个物理过程都遵循一定的物理规律, 每一个物理规

律都可以表示为一种函数关系, 每一个函数关系都可以描绘
成一个函数图像, 通过图像的几何 (数学) 特征把物理量之
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周期变化特征等复杂物理过程直观地展
现出来。 这种数形结合的思想正是高考能力考查的重点。
四、 微元法在电磁学中的应用

1. 关于微元法: 在时间 Δt很短或位移 Δx很小时, 变速
运动可以看作匀速运动, 运动图像中的梯形可以看作矩形,
所以 vΔt = Δx, lΔx = ΔS。 微元法体现了微分思想。

2. 关于求和: 许多小的梯形加起来为大的梯形, 即

∑ ΔS = S, 实际上是∑ Δv = v-v0 , 当初速度 v0 = 0 时, 有

∑ Δv = v, 这个求和的方法体现了积分思想。
3. 无论物理规律用牛顿运动定律表示, 还是用动量定理

或动能定理表示, 都可以用微元法。
五、 数学归纳法在物理中的应用

凡涉及数列求解的物理问题, 都具有多过程、 重复性的
共同特点。 但每一个重复过程均不是原来的完全重复, 是一
种前后有关联的变化了的重复。 解这类问题有两种基本方法:

1. 数学归纳法:
(1) 逐个分析开始的几个物理过程;
(2) 利用数学归纳法从中找出物理量的变化通项公式;
2. 利用相关量第 n项与第 (n-1) 项的递推关系找出物

理量变化的通项公式。 若有必要, 还可以对数列进行求和。
总之, 在物理教学中合理地应用数学方法, 可以使相应

的物理概念变得更为直观, 有利于学生加深理解与认识, 它
是一种极为关键的辅助教学方式。 数学、 物理基础打扎实,
然后再去想办法让两者结合, 这样物理成绩必定有质的飞跃
和高层次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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