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新课改·要有新方案

备战新学考·本书“有一套”

面对既不能“忽视”又不能过度“重视”的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

”)，大多数学校采取的教学模式是：学考前用2～3周的时间进行“走马观

花”式的扫读备考，时间短、内容多，这种备考模式往往导致学考复习流

于形式。面对这一教学困境，本书倡导“备战学考在平时”教学法，现解

读如下：



为什

么编

写本

部分

(1)必修第一、二、三册是学业水平考试要求的考查内容，学考不达标，

高中既不能结业，也不具备参加高考的资格。所以，对学考不以为然甚

至忽视学考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

(2)新授课结束到迎接学考，复习时间很短。没有一个备考纲要做“扶手

”往往会“眉毛胡子一把抓”，导致无目标地散乱备考；若单独订制备

考复习资料，又考量到学考的基础性和复习的短暂性，没必要浪费有限

的教学资源。



本部分是怎

样设置的

以本模块在学考中的常考点为编写单位，采用“主干回扣”和“全

悉考法”这种即讲即练、逐点验收的编写模式。让学生把握学考在

本模块主要考什么、怎么考，做到简洁、清晰备考。

怎样使用，

有何好处

(1)本部分既作为对模块的回顾盘点使用，又作为学考前的系统复习

使用。(使用完必修第三册切记要留存噢！) 

(2)本部分内容是该图书的创意编排所在，是超值配送部分。订阅本

书不仅让学生同步学习“学好”，更让学生在学考中“考好”；既

实现了学考的高效备考，又节省了订购学考资料的费用。



【主干回顾】

1．元电荷、点电荷

(1)元电荷：e＝1.60×10－19 C，所有带电体的电荷量都是元电荷的整数倍。

(2)点电荷：代表带电体的有一定电荷量的点，忽略带电体的大小、形状及

电荷分布状况的理想化模型。



2．电荷守恒定律

(1)内容：电荷既不会创生，也不会消灭，它只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

物体，或者从物体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在转移过程中，电荷的总

量保持不变。

(2)三种起电方式：摩擦起电、感应起电、接触起电。

(3)带电实质：物体得失电子。

(4)电荷的分配原则：两个形状、大小相同且带同种电荷的同种导体，接触

后再分开，二者带等量同种电荷，若两导体原来带异种电荷，则电荷先

中和，余下的电荷再平分。



【集训过关】

1．两个完全相同的金属球A、B，所带电荷量分别为＋3q和－q，将两球接

触后再分开，则B球所带电荷量为                                                   (　　)

A．－q B．＋q

C．＋2q D．＋4q



2．化纤衣服很容易沾上灰尘，这是因为它                                              (　　

)

A．容易积累静电荷 B．具有一定的粘性

C．具有大量的微孔 D．质地柔软

解析：化纤衣服很容易摩擦带电，由于带电体具有吸引轻小物体的性质，

所以容易沾上灰尘，故A正确，B、C、D错误。

答案：A　



3．一带负电绝缘金属小球放在潮湿的空气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该

小球上净电荷几乎不存在了，这说明                                                  (　　

)

A．小球上原有负电荷逐渐消失了

B．在此现象中，电荷不守恒

C．小球上负电荷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潮湿的空气将电子导走了

D．该现象是由于电子的转移引起的，不遵循电荷守恒定律

解析：根据电荷守恒定律，电荷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只会发生转移，

故A错误；此过程中电荷仍然守恒，电荷没有消失，只是被潮湿的空气

导走而已，仍然遵循电荷守恒定律，故B、D错误；金属小球上的负电

荷减少是由于潮湿的空气将电子导走了，故C正确。

答案：C　



4．使带电的金属球靠近不带电的验电器，验电器的箔片张开。下列各图

表示验电器上感应电荷的分布情况，其中正确的是(　　)

解析：由于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所以验电器的上端

应带上与小球异号的电荷，而验电器的箔片上将带上与小球同号的电荷，

故A、C、D错误，B正确。

答案：B　



5．用带正电的小球靠近不带电验电器的金属球，结果验电器的金属箔张

开，如甲所示。用带正电的小球接触不带电验电器的金属球，结果验电

器的金属箔张开，如图乙所示。关于甲、乙两验电器金属箔带电情况。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甲带正电、乙带负电 B．甲带负电、乙带正电

C．都带正电 D．都带负电



解析：题图甲中，验电器本来不带电，由于异种电荷相互吸引，带正

电的小球靠近验电器的金属球时，使得金属球带负电荷，从而导致金

属箔带上正电荷；题图乙中，用带正电的小球接触不带电验电器的金

属球，这时验电器无论是金属球还是金属箔都带上了正电荷，因此C

正确，A、B、D错误。

答案：C　



【主干回顾】

1．内容

真空中两个静止点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与它们的电荷量的乘积成正

比，与它们的距离的二次方成反比，作用力的方向在它们的连线上。

2．表达式



3．适用条件：真空中的静止点电荷。

(1)在空气中，两个点电荷的作用力近似等于真空中的情况，可以直接应

用公式。

(2)当两个带电体间的距离远大于其本身的大小时，可以把带电体看成点

电荷。

4．库仑力的方向

由相互作用的两个带电体决定，即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

吸引。





【集训过关】

1．关于点电荷、元电荷，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电子一定可以看成点电荷

B．点电荷所带电荷量一定是元电荷的整数倍

C．点电荷所带电荷量一定很小

D．点电荷、元电荷是同一种物理模型



解析：点电荷是当带电体的形状对它的相互作用力的影响可忽略时，这

个带电体可看作点电荷，电子不一定是点电荷，故A错误；元电荷是带

电荷量的最小值，点电荷所带电荷量一定是元电荷的整数倍，故B正确；

点电荷是当两个带电体的形状对它的相互作用力的影响可忽略时，这个

带电体可看作点电荷，与带电体的电荷量无关，故C错误；点电荷、试

探电荷是物理模型，而元电荷是带电荷量的最小值，是电荷量的单位，

不是物理模型，故D错误。

答案：B　







3．在光滑绝缘的水平面上，有两个相距较近的带同种电荷的小球，将它

们由静止释放，则两球间                                  (　　)

A．距离变大，库仑力变大 B．距离变大，库仑力变小

C．距离变小，库仑力变大 D．距离变小，库仑力变小



4．两个可自由移动的点电荷分别放在A、B两处，如图所示。A处为带电

荷量为＋Q1的正电荷，B处为带电荷量为－Q2的负电荷，且Q1＝4Q2，

另取一个可以自由移动的点电荷P，放在AB直线上，欲使整个系统处于

平衡状态，则                                                                                     (　　)



A．P为负电荷，且放于A左方

B．P为负电荷，且放于B右方

C．P为正电荷，且放于B右方

D．P为正电荷，且放于A、B之间

解析：Q1＝4Q2，根据“两同夹一异，两大夹一小，远大近小”可知第

三个电荷P为正电荷，且放于B右方，故C正确。

答案：C　



答案：A　





4．电场线的特点

(1)电场线从正电荷或无限远出发，终止于无限远或负电荷。

(2)电场线在电场中不相交。

(3)在同一幅图中，电场强度较大的地方电场线较密，电场强度较小的地方

电场线较疏。



5．等量同种和异种点电荷的电场强度的比较



比较项目 等量异种点电荷 等量同种点电荷

连线上的电场强度大小(从

左到右)
沿连线先变小，再变大

沿连线先变小，

再变大

沿连线的中垂线由O点向外

电场强度大小
O点最大，向外逐渐变小

O点最小，向外

先变大后变小

关于O点对称的A与A′、B与

B′的电场强度
等大同向 等大反向



【集训过关】



答案：B　



2．(2021·海口学考检测)某匀强电场的电场线分布如图所示，A、B是电场

中的两点，A、B两点的电场强度的大小分别为EA、EB，则EA、EB的大

小关系是                                                                                                  (　　

)

A．EA>EB B．EA<EB

C．EA＝EB D．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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