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中考已经进入倒计时， 如何
卓有成效地把握好这一阶段的复
习工作，除了继续落实基础知识、
提高基本运算技能外， 还需具备
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解题能
力，这两方面的能力密不可分。

分类讨论题由于对问题讨论
的范围和深度的不同要求，使问题
更具复杂性和灵活性，已经成为全
面考查考生知识点掌握情况、灵活
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重要题
型， 常见的分类讨论题分为代数
类、几何类、代数与几何综合类。

【例 1】 在 Rt△ABC 中，AB=
BC=4，∠B＝90°，将一直角三角板
的直角顶点放在斜边 AC 的中点
P 处，将三角板绕点 P 旋转，三角
板的两直角边分别与边 AB、BC
或其延长线上交于 D、E 两点 （假
设三角板的两直角边足够长），如
图 1，图 2，表示三角板旋转过程
中的两种情形。

直角三角板绕点 P 旋转过程
中，当 BE＝﹍﹍﹍时，△PEC 是等
腰三角形。

【分析】 由于直角三角板绕点
P旋转过程中，需满足△PEC 成为
等腰三角形时线段 BE 的值，显然
需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讨论。

如图 1， ①当 PE=PC 时，
∠C＝∠PEC＝45°，PE⊥PC，此
时 E 与 B 重合，则 BE＝0。

②当 PC=EC 时，∵ 点 P 为
AC 中点，∴ ，

③当 PE=EC 时， 过点 E 作
EH⊥PC， 显然 ， 此时
EC＝2，故 BE＝4－2＝2。

如图 2，当 E 在 BC 延长线上
时，易知 。

综上所述，当 BE＝0 或
或
△PEC 为等腰三角形。

【例 2】 如图，在直角坐标平
面中，O 为原点，A(0,6)，B(8,0)，点
P 从点 A 出发， 以每秒 2 个单位
长度的速度沿射线 AO 方向运
动 ，点 Q 从点 B 出发 ，以每秒一
个单位长度的速度沿 x 轴正方向
运动，P，Q 两动点同时出发，设移
动时间为 t(t>0)秒。

在点 P，Q 的运动过程中，若
△POQ 与△AOB 相似，求 t 的值；

以点 O 为圆心 ，OP 长为半
径画圆⊙O， 以点 B 为圆心，BQ
长为半径画⊙B， 讨论⊙O 和⊙B
的位置关系，并直接写出相应 t 的
取值范围。

【分析 】 本题是围绕点 P，Q
在运动的状态下讨论与其相关的
两个三角形相似问题， 由已知条
件可以求得经过 t 秒时 AP＝2t，
BQ=t，OP=∣6-2t∣，OQ＝8+t。

若使△POQ 与△AOB 相似
则有以下两种情况：

当
（不合题意舍去）

当
（不合题意舍去）

∴ 当 或 25 秒时，
△POQ 与△AOB 相似。

【分析 】 本题需熟练掌握两
圆的五种位置关系，即两圆外离，
圆心距大于两圆半径之和； 两圆
外切， 需满足圆心距等于两圆半
径之和；两圆相交，圆心距小于两
圆半径之和且大于两圆半径之
差； 两圆内切时圆心距等于两圆
半径之差，还有两圆内含，需满足
圆心距大于等于零而小于两圆半
径之差。 易推出当 0＜t＜ 且 t≠
3 时，两圆外离；当 t=� � 时，两圆
外切；当 ＜t＜14 时，两圆相交；
当 t=14 时，两圆内切；当 t＞14 时
两圆内含。

� � � �近年来的中考物理试卷中出现了一些
内容、形式新颖的开放性试题，它考查了同
学们综合运用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同学们在学习中若注意适当加强对此类物
理题目的训练，对改善思维品质、拓宽知识
面、培养创新精神都有积极作用。

条件开放型

【例 1】 一边长 10cm 的正方体物体，质
量为 8kg，放置在水平地面上，它在 12N 的
水平拉力作用下， 以 0.2m ／ s 的速度作匀速
直线运动。 请根据上述提供的条件，自己设
计两个问题，并计算出两个相应的物理量。

【解析】 此题属于条件开放型试题，它
要求同学在审题过程中能够发现问题，敢于
提出问题，才能自觉地、主动地探究和实践，
在实践过程中激发我们的创新灵感，产生思
维的火花。 当然，我们提出问题不是胡猜乱
想，而是依据题意，必须明确要求、准确解
答。 此题可按照下列思路考虑作如下解答：

（1）正方体的重力是多大？
（2）地面对正方体的摩擦力是多大？
（3）该正方体的密度是多大？
（4）水平拉力做功的功率是多大？
（5）正方体对地面的压强是多大？

方法开放型

【例 2】 现有一只蓄电池，仍能向外供
电，但正负标志已模糊不清。 请你设计两种
方法，判别它的正负极。

【解析】 此题属于方法开放型试题，它
考查了学生对物理实验的创造能力， 增加
了学生对电路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可以用
如下方法来判别它的正负极：

（1）利用电压表试触，根据指针的偏
转方向就可以判别蓄电池的正负极。

（2）用蓄电池给螺线管通电，根据螺
线管周围小磁针静止时的指向就可以判别
蓄电池的正负极。

（3）用蓄电池给电流的化学效应来判
别，根据哪个碳棒上出现红色的铜，就可以
判别蓄电池的正负极。

（4）将电流表与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利用电压表试触， 根据电流表指针的偏转
方向就可以判别蓄电池的正负极。

过程开放型

【例 3】 请你根据所学的光学知识，说
出三种实验的方法， 判别一副眼镜是老花
镜还是近视镜。

【解析】 此题属于过程开放型试题，解
答时必须科学合理，表述清楚。 方法如下：

（1）从透镜对光线的作用来考虑。 如
将眼镜对着太阳光， 有会聚作用的是老花
镜，不能会聚的是近视镜。

（2）从凸透镜成像的性质来考虑。 如
将眼镜对着书报上的字观察， 有放大作用
的是老花镜，反之是近视镜。

（3）从实像和虚像的性质来考虑。 如
用白纸当光屏， 能承接到物体通过透镜所
成实像的是老花镜， 不能在透镜的另一侧
成实像的是近视镜。

结论开放型

【例 4】 欲测定一定值电阻，现给你一
电压恒定的电池组， 一个阻值已知的定值
电阻 R0，电流表、开关各一只，导线若干 ，
请你利用上述器材设计出电路图， 要求该
电路的开关只闭合一次就能测出未知电阻
Rx，画出电路图。

【解析】 本题所给的条件是一定的，但
如何设计，方法多样，属于结论开放型试题。
此题考查设计电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图中通过开关的通、 断控制电路的变化，再
经过读数、计算测出未知电阻Rx的值。

条件和结沦都开放

【例 5】 某液体吸收了 21000 焦耳的热
量后，其温度由 35℃升高到 85℃，请你再
添加一个适当的条件， 使之变成一道求解
液体质量的计算题目，并解答。

【解析】 此题要求同学自己增加条件
并解答，是一道过程和结论都开放的好题。
由题意可知，可以假设液体（例如水）也可
以假设液体的比热，然后再计算。

条件、过程、结论都开放

【例 6】 给你一支温度计、一块秒表、一
把直尺和一只弹簧秤， 你能用这些测量工
具，或单独使用，或组合起来使用，直接和
间接测量哪些物理量 （要求至少说出 6 个
能被测出的物理量）。

【解析】 此题属于开放型热点试题，命题
新颖别致， 考查了四种测量工具或单独使用
或各种不同组合使用方式， 同时也考查了学
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与多向思维的潜质。

百位名人谈教育

� � � �“上海特殊教育要成为国内最发达
城市的最先进的学校；上海特殊教育要
最先达到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上海最
好的学校应该是特殊教育学校；上海特
殊教育要成为上海的名片。 ”聆听了沈
晓明副市长在特殊教育工作会议上作
的重要讲话， 我深感身上的责任重大。
如何科学智慧让特殊教育更好更快地
发展，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17年前， 当了近 20 年普通学校老
师和校长的我调任卢湾辅读学校，进入
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 我坚定地告诉
自己，“人是要有尊严的，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尊贵的，是人就要受教育，就有享
受教育的权利。 ”1999年，随着 26名重
度残障儿童“一个不少”地全部接受了
特殊教育，学校真正实现了对残障儿童

特殊教育的“全覆盖”，在全国率先实
施特殊教育零拒绝。 我们不言放弃，探
究了充满人性化的特殊教育，让每一个
少年儿童拥有尊严、幸福、健康和快乐。

要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作为基层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要以
科学的态度做教育教学工作，因为教育
充满着内涵和厚度，一定要有求真务实
的精神，抱着科学态度，带着问题就是
课题的理念，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好
以课题引领教育教学改革与探索。

1998 年，我们开展了市级重点课题
《中度弱智儿童生存教育课程与教
学》，完成了校本课程与教材《实用语
文》、《实用数学》、《生活》54 册。

2001 年， 我们开展了国家教育部
“十五”重点课题《中度以上弱智儿童
生存教育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探究集

体教育与个别化训练课程融合在一起
的 7 张课程表，形成具有我校特色的课
程体系。

2006 年，我们又开展上海市市级课
题《中度以上智障学生生存教育社会化
课堂的实践研究》， 构建了生存教育社
会化课堂的支持性系统， 建立了近 50
个社会实践基地。

在 2010 年， 为了更好地科学关注
每一个学生发展， 我们开展上海市市
级课题 《中度以上智障学生生存教育
多元化电子评估系统的研究》 研究工
作。 真实、科学的评估，给予因材施教，
让每一个学生得到充分、和谐、个性的
发展。

要有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

从 1995 年至今，10 多年来，我和我
的教师团队， 走过了很多艰辛的历程：
我们耐住了寂寞，顶住了压力，没有假
期，不分昼夜，编写出中度弱智教育的
学校课程、学生用书和教师指导用书共
72 册。学校科研成果曾被评为上海市第
七届、 第十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上
海市第八届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两次
国家教育部三等奖。 到目前为止，我已
经主编或编著出版了专著 7 本， 总共
200 多万字， 学生多元化电子评价系统
获得完全著作权。

2002 年，卢湾区以我的名字成立了
工作室，2006 年至今我成为了特殊教育
名师培养基地三期主持人。 我把“提升
做人的境界，做学问的境界和做教育工
作的境界” 作为名师基地培养的宗旨，
探索、进取、责任将是我们特殊教育人
永远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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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科学 求索创新
■华师大卢湾辅读实验学校校长 何金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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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题型详解

解析开放性物理题
■控江初级中学物理教师 刘永红

分类讨论题的突破点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数学教师 张德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