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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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要求

1.知道机械波的形成条件及特点。2.掌握波速、波长和频率的关系，会分析波的图像。3.知道波的干涉、衍射

现象和多普勒效应，掌握发生干涉和明显衍射的条件。

机械波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问题引入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 考点一

机械波的形成 波的图像



典型例题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B.t＝
3

4
T 时，质点 P4的速度最大 

C.t＝
3

4
T 时，质点 P3和 P5相位相同 

D.该列绳波的波速为
8a

T
 

例1 (2022·北京卷·6)在如图所示的xOy坐标系中，一条弹性绳沿x轴放置，

图中小黑点代表绳上的质点，相邻质点的间距为a。t＝0时，x＝0处的质

点P0开始沿y轴做周期为T、振幅为A的简谐运动。t＝ 时的波形如图所

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t＝0时，质点P0沿y轴负方向运动

√

3

4
T 



总结提升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同侧”法
波形图上某点表示传播方向和振

动方向的箭头在图线同侧

“上下

坡”法

沿波的传播方向，“上坡”时质

点向下振动，“下坡”时质点向

上振动

波的传播方向与质点振动方向的互判

“微平

移”法

将波形沿传播方向进行微小的平

移，再由对应同一x坐标的两波形

曲线上的点来判断质点振动方向



典型例题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例2 (2023·江苏盐城市三模)战绳训练需要训练者上下交替摆动两根粗重

的绳子，训练者把两根相同绳子的一端固定在一点，用双手分别握住绳

子的另一端，上下抖动绳子使绳子振动起来，若以手的平衡位置为坐标

原点，训练者右手在抖动绳子过程中某时刻的波形如图所示，若右手抖

动的频率是2 Hz，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该时刻Q点的振动方向沿y轴负方向

B.该绳波传播速度为2 m/s

C.再经过0.25 s，Q点到达x轴上方对称位置

D.从该时刻开始计时，质点P的振动方程为y＝20sin(πt＋π) cm

√



概念回顾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1.机械波

(1)机械波的形成条件

①有发生机械振动的 。

②有传播 ，如空气、水等。

波源

介质



概念回顾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2)传播特点

①机械波传播的只是振动的 和 ，质点只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

做简谐运动，并不随波 。

②波传到任意一点，该点的起振方向都和波源的起振方向 。

③介质中每个质点都做 振动，因此，任一质点的振动频率和周期都

和波源的振动频率和周期 。

④波源经过一个周期T完成一次全振动，波恰好向前传播一个波长的距离。

形式 能量

迁移

相同

受迫

相同



概念回顾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2.波的图像

(1)坐标轴：横轴表示各质点的 ，纵轴表示该时刻各质点的 。

(2)意义：表示在波的传播方向上，某时刻各质点离开 的位移。

(3)图像(如图)

平衡位置 位移

平衡位置



概念回顾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3.波长、波速、频率及其关系

(1)波长λ：在波的传播方向上，振动相位总是 的两个相邻质点间的

距离。

(2)频率f：等于波源的 ，由波源决定。

(3)波速v：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由 本身的性质决定，与波长和

频率 。

(4)波长、波速和频率(周期)的关系：v＝ ＝ 。
λ

T
 

相同

振动频率

介质

无关

λf



课堂训练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D

A．质点10的振动周期为2s

B．波Ⅰ的波长为

C．波Ⅱ的波长为

D．当质点15处于波峰时，质点6处于平衡位置

1、如图所示，将两根粗细相同、材料不同的长软绳甲、乙的一端连接在一起，1、2、3、

4…为绳上的一系列间距均为0.1m的质点，其中质点10为两绳的结点，绳处于水平方向。

手持质点10在竖直方向做简谐运动，形成向左和向右传播的两列简谐波Ⅰ、Ⅱ，其中波Ⅰ的波

速为0.2m/s。某时刻质点10处在波谷位置，5s后此波谷传到质点15，此时质点10正好通过

平衡位置向上运动，质点10与质点15之间还有一个波谷，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2
m

5
2

m
7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波传播的周期性与多解性问题

>< 考点二



典型例题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例3 (2023·江苏常州市第一中学检测)一列简谐横波沿x轴传播，如图

所示，实线为t1＝2 s时的波形图，虚线为t2＝5 s

时的波形图，已知波源的振动周期大于3 s。求：

(1)波的传播速度；



典型例题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2)若这列波沿x轴正方向传播，求平衡位置在O处

质点的振动方程。



总结提升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解决波的多解问题的思路

1.机械波在一个周期内不同时刻图像的形状是不同的，但在相隔时间为

周期整数倍的不同时刻图像的形状则是相同的。机械波的这种周期性必

然导致波的传播距离、时间和速度等物理量有多个值与之对应，即这三

个物理量可分别表示为x＝nλ＋Δx，t＝kT＋Δt，v＝ (其中n＝0,

1,2，„且k＝0,1,2，„)。

2.在解决波的多解问题时，一般先判断波的传播方向是否确定，若不确

定，可采用假设法依次分析不同传播方向中的周期性问题。

 
x

t
＝

nλ＋Δx

kT＋Δt
 



典型例题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A.
a

2v       B.
2v
3a

       C.
a

4v       D.
3a

4v 

例4 如图所示是一列沿x轴正方向传播的简谐横波，波速为v，P、Q是

沿波传播方向上相距为a的两质点，某时刻P、Q两质点都处于平衡位置，

且P、Q间仅有一个波峰，经过时间t，Q质点第一次运动到波峰，则t不

可能等于

√



概念回顾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1.波的周期性

(1)质点振动nT(n＝1,2,3„)时，波形不变。

(2)在波的传播方向上，当两质点平衡位置间的距离为nλ(n＝1,2,3„)时，

它们的振动步调总相同；当两质点平衡位置间的距离为(2n＋1) (n＝

0,1,2,3„)时，它们的振动步调总相反。

λ

2
 



概念回顾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2.造成波传播问题多解的主要因素

(1)周期性

①时间周期性：时间间隔Δt与周期T的关系不明确。

②空间周期性：波传播距离Δx与波长λ的关系不明确。

(2)双向性

①传播方向双向性：波的传播方向不确定。

②振动方向双向性：质点振动方向不确定。



课堂训练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A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 考点三

振动图像和波的图像的综合应用



典型例题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例5 (2023·江苏淮安市三模)如图所示，甲图为波源的振动图像，乙图为

该波源在某介质中产生的横波t0时刻的波形图像，O点是波源，则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A.该波的传播速度为1 m/s

B.再经过0.3 s，乙图中质点

Q刚好开始振动，Q的起振方向沿y轴正方向

C.当乙图中质点Q第一次到达波峰时，质点P正处于平衡位置向下振动

D.从该时刻到质点Q开始振动，质点P运动的路程为0.3 m

√



概念回顾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振动图像和波的图像的比较

比较项目 振动图像 波的图像

研究对象 一个质点 波传播方向上的所有质点

研究内容
某质点位移随时间的变化

规律
某时刻所有质点在空间分布的规律

图像



概念回顾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比较项目 振动图像 波的图像

横坐标 表示时间 表示各质点的平衡位置

物理意义 某质点在各时刻的位移 某时刻各质点的位移

振动方向

的判断
(看下一时刻的位移) (上下坡法)



概念回顾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比较项目 振动图像 波的图像

Δt后的

图形

随时间推移，图像延伸，

但已有形状不变

随时间推移，图像沿波的传播方向

平移，原有波形做周期性变化

联系

(1)纵坐标均表示质点的位移

(2)纵坐标的最大值均表示振幅

(3)波在传播过程中，各质点都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近振动



课堂训练 “双新”背景下高中物理审辩式教学的实践研究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