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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驾照考试给物理教育的启示!

孟! 昭! 曜(

（重庆教育学院计算机与现代教育技术系! 重庆! #%%%)*）

摘! 要! ! 针对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中出现有关物理试题的事实，文章作了分析和阐述，就如何看待物理教育

的功能和作用，物理教学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及大众的需求，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 ! 驾照考试，物理试题，物理教育

!"#$#%& ’#()%*) +)*+* #%*,#") ,-.*#(* )/0(1+#2%

,-./ 01234523(

（!"#$%&’$% !#(()%) #* +,-./0’#$，!"#$%&’$%1 #%%%)*，!"’$/）

34*+"1(+5 5 6278982:;< =3> 2 8>9?97@ A9B;7<; C9AA D; 2<E;8 <3F; G1H<9B< IJ;<:937< 97 61972 73C+ K19< 97894
B2:;< :12: G1H<9B< 9< GA2H97@ 27 97B>;2<97@AH 9FG3>:27: >3A; 97 F38;>7 <3B9;:H+ K1>3J@1 272AH<9< 3= :19< :;<: C;
<13C C1H ;?;>HD38H <13JA8 A;2>7 <3F; G1H<9B<，13C G1H<9B< ;8JB2:937 F;;:< :1; 7;;8< 3= :1; :9F;<，278 C12:
2 G1H<9B< :;2B1;> B3JA8 83 2D3J: :19<+
6).72"/*5 5 8>9?97@ A9B;7<; :;<:，G1H<9B< IJ;<:937<，G1H<9B< ;8JB2:937

!! $%%# L MM L $# 收到初稿，$%%# L MM L $* 修回

(! -F29A：F;7@N123H23O <31J+ B3F

! ! 以下 &% 道考试题［M］不是出现在物理教科书或

物理课堂上，而是出现在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的

考场，岂非咄咄怪事！但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现实，笔

者只不过将其按物理学的力、热、电、光等学科作了

分类+
建议读者先试做一次，只有单选题和判断题这

两种题型，答案在文章末尾+ 计算一下您的得分，

如果错了 ) 题以上，您将不及格，不得不重新去车辆

管理所申请再考一次+

力学部分

选择题：

M+ 车辆转弯时，车辆哪一侧前后轮转弯半径之差为

内轮差：

P+ 外侧

Q+ 内侧

6+ 内外侧

$+ 路面附着系数对汽车制动效能的影响是：

P+ 附着系数越小，制动效能越低

Q+ 附着系数越大，制动效能越低

6+ 附着系数越小，制动效能越高

"+ 驾驶汽车通过较长而陡的下坡路应：

P+ 不制动

Q+ 连续制动

6+ 断续制动

#+ 汽车转弯时，差速器可以使两侧车轮转速：

P+ 外大于内

Q+ 内大于外

6+ 相等

&+ 在冰雪道路上，如何使用方向盘：

P+ 猛打方向盘

Q+ 避免猛打方向盘

6+ 不要打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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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冰雪路面上行车，应尽量利用####的牵制作用

降速"
$" 发动机

%" 手制动器

&" 脚制动器

’" 利用发动机制动时，变速器档位越高，其制动力：

$" 越小

%" 越大

&" 不变

(" 在冰雪路面上驾驶车辆时，应保持中速或低速行

驶，####猛抬或急踏加速器踏板"
$" 允许

%" 禁止

&" 适当

)" 驾车通过傍山险路时应谨慎驾驶，如发生制动突

然失灵应采取什么措施，减少损失：

$" 跳车

%" 应立即熄火

&" 抢挂低速档

*+" 车辆严重超载会产生什么危害：

$" 损坏道路

%" 产生过大的尾气和噪声污染

&" 损坏道路、影响车辆操纵性

**" 在一般下坡道上临时停车：

$" 应使发动机熄火，拉紧手制动器，将变速杆

挂入倒档

%" 应使发动机熄火，将变速杆挂入一档

&" 拉紧手制动器，可以不熄火，将变速杆放在

空档

*," 车辆转弯时前轮的转弯半径比后轮：

$" 大

%" 小

&" 一样

*-" 制动装置制动时跑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车轮

的

$" 摩擦力不一致

%" 牵引力不一致

&" 驱动力不一致

*." 汽车制动时，如果前轮单侧制动器起作用（ 或称

转向轮左右制动力不等）将会引起汽车####，此时

极易发生事故"
$" 侧滑

%" 溜车

&" 跑偏

*/" 汽车各轮胎气压不一致，最严重的情况是造成##
### "

$" 轮冠中部加剧磨损

%" 汽车行驶耗油增大

&" 操纵失控

判断题：

*!" 离合器的作用是：（*）具有多种传动比；（,）倒

退；（-）能切断动力传递"
*’" 运输液化气的槽车后部应装有与储罐不相连接

的缓冲装置，以防后部碰撞"
*(" 差速器的作用是能使同一驱动桥的左右车轮以

不同速度旋转并传递扭矩"
*)" 离合器分离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踏板自由

行程过大；（,）分离杠杆内端不在同一平面上；（-）

从动盘翘曲或摩擦片过厚等"
,+" 发动机的作用是将燃料燃烧的热能转变为机械

能，为驱动汽车行驶提供动力"
,*" 驾驶机动车列队行驶时，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是根

据人的反应状况而定的"

电磁学部分

选择题：

,," 燃油表用来指示油箱中油量的多少，它与####连

成电路

$" 传感器

%" 电阻

&" 副油箱

,-" 分电器的电容器能够防止白金触点烧毁和氧化，

同时加速了磁场的收缩，提高了：

$" 电流的强度

%" 磁场的能量

&" 点火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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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电池两极柱接线在盐水中的区别是：

)( 正极接线冒气泡多

*( 负极接线冒气泡多

+( 正、负极接线都不冒气泡

$&( 点火系中哪个机件的作用是将低电压变为高电

压？

)( 点火线圈

*( 分电器

+( 火花塞

$,( 检查蓄电池电液液面时，液面应高出极板 -& .
$%//，不足时加00000 (

)( 浓硫酸

*( 稀硫酸

+( 蒸馏水或补充液

判断题：

$1( 将几个蓄电池串联后，总电压仍为单个蓄电池的

电压，而电流则等于各个蓄电池电流的总和(
$2( 蓄电池的接线柱上，刻有“ 3 ”号的为负极，以红

漆标示；刻有“ . ”的为正极(
$’( 将几个蓄电池并联后，总电压等于各个蓄电池电

压的总和，其电流不变(
"%( 汽车电路的保险管如烧坏，可以用其他金属丝代

替(
"-( 使用起动机时，若连续起动时间过长将造成蓄电

池大量放电和起动机线圈过热冒烟，极易损坏机件(
"$( 点火系由蓄电池、点火开关、点火线圈、电容器、

分电器和火花塞等组成(
""( 蓄电池液面长期不足，长时间连续使用起动机，

经常充电不足或充电过量，均能造成蓄电池过早损

坏(
"#( 汽车着火时，最好用水去灭火(
"&( 装载液化气的槽车必须装有防静电接地链(

热学部分

判断题

",( 由进气、压缩、作功、排气过程组成的循环叫发动

机的工作循环(
"1( 发动机按使用燃料可分为水冷式和风冷式两

种(
"2( 柴油机燃料供给系的作用是将柴油适时地以真

空吸入燃烧室，与汽缸中高温的空气混合后燃烧，并

将废气排出(
"’( 水冷式发动机的正常水温应保持在 2%—’% 摄氏

度之间(
#%( 机油表正常压力一般为 $%%—#%% 千帕（$—# 公

斤 4 平方厘米）(

选择题

#-( 汽缸压缩比是指：

)( 汽缸总容积与燃烧室容积之比

*( 汽缸工作总容积与燃烧室容积之比

+( 汽缸直径与缸数之比

#$( 四行程汽油发动机进气过程中，汽缸中的活塞由

上止点向下止点移动，活塞上方的容积增大，汽缸内

压力降低，产生真空吸力将：

)( 空气吸入汽缸

*( 可燃混合气体吸入汽缸

+( 可燃混合汽油吸入汽缸

#"( 柴油机运转不均匀并排出大量白烟，原因是

)( 喷油时间过迟

*( 柴油机汽缸压力过大

+( 柴油浓度过大

##( 活塞往复四个行程完成一个工作循环的发动机

称为：

)( 单行程发动机

*( 二行程发动机

+( 四行程发动机

#&( 车辆油路着火，可以采用0000方法灭火(
)( 棉衣覆盖

*( 水浇

+( 二氧化碳灭火器

#,( 排气管“放炮”的主要原因有：

)( 混合气过浓

*( 点火时间过早

+( 发动机过冷

#1( 排气门早开就是：

)( 排气门在压缩行程终了前已开启

*( 排气门在进气行程终了前已开启

+( 排气门在作功行程终了前已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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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部分

选择题

!"# 机动车在雾天行驶时须开启：

$# 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 示廓灯

&# 近光灯

!’# 视野与车速的关系是：

$# 车速越快视野越宽

%# 车速越快视野越窄

&# 车速越慢视野越窄

()# 汽车行驶中，灯光照射距离由***时，表明汽车已

驶近上坡道处#
$# 由近变远

%# 由远变近

&# 逐渐消失

现在您已做完所有试题，成绩也出来了，结果怎

样？其实，要想及格也不难，哪怕您从来没有学过物

理，或者对物理没有一点兴趣，只要能将所有答案背

下来就行，因为考试题都是从有关部门印发的题库

中由计算机随机生成的，题型不会变，题目也不会

变，几乎全是原题# 所以，尽管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

试包括交通法规、车辆构造紧急处理和安全驾驶运

输急救等三大部分内容（涉及物理知识的考题主要

出现在后两部分），考生在计算机上考试时必须做

+)) 道题中的 ’) 道才能及格（"’ 分都不行！），绝大

多数考生还是能一次过关，其中得到 ’’ 分或 +)) 分

的也有其人#
从这种考试中，物理教育工作者能悟出些什么

呢？笔者以为

（+）现代社会人人需要懂得一点物理知识

如果不是汽车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从学校出来

以后，哪会有这么多的人（只要您想开车）还要参加

物理考试呢（虽然考试的效果要打折扣）？

这从另一方面又说明，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

术越来越多地服务于人类，物理学比哪一门自然科

学都更贴近生活了#
而且，物理学没有性别歧视也没有性别照顾，也

不管您过去是学的文科还是理工科，只要您想拿驾

照，男男女女都要考这些物理题，而且在计算机和分

数面前，人人平等# 这又一次说明，在中学就分文理

科是不明智的，认为女生学物理比男生吃力或女生

更适合学文科可能也是一种偏见#
作为物理教育工作者，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做

物理题，物理又这样有用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欣

慰的呢？然而，这也恰恰是让物理教育工作者感到

忧虑和尴尬的！

（,）我们需要面向现代和贴近生活的物理教育

事实上，参加这种考试的人，如果有较好的物理

基础，不用背答案，就能做对不少题；而靠背答案过

关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懂其中的道理，在实际运用时

出错也完全可能#
这些题目，有些用中学物理的知识就能解答，有

些要说明白透彻也不是那么简单，甚至需要有图解

或实物（如离合器）来进行分析，如第 -、(、"、+,、,-、

,!、,(、!-、!. 题，还有差速器、内轮差等专业术语及

不同学科间的综合问题#
让物理教师感到尴尬的是，这些题目有不少是

可以出现在我们的物理教科书或物理课堂上，由师

生参与讨 论 的# 我 们 并 不 是 提 倡 过 去 的“ 三 机 一

泵”，但在物理课中涉及到相关内容时，完全可以引

用和引申这样丰富多彩的案例，使得我们的物理教

学生动、有趣、有用，受学生欢迎，让学生受益# 而且，

细细道来，如何实现某些机件的功能，这当中也曾经

有很多的发明和创造，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也大有好处# 笔者将这些试题收集整理，原因也源于

此［,］# 而且，科学技术是在不断发展的，新式汽车也

在层出不穷，比如自动换档汽车、人工智能汽车等

等，我们还可以借此启发学生自己去探求更多更新

的知识#
（-）要应试教育还是要探究学习

这种考试也很有意思，对物理知识不求甚解也

可以拿高分# 在我们现今的物理教学中，特别是在中

学升学考试中，也不是没有这种现象，只不过没有这

样露骨和彻底罢了# 这就给我们的物理教育提出了

一个问题，是注重知识的灌输，还是注重理解应用和

学会探究？只满足于通过驾照考试的人，显然没有

真正理解和不断实践的人能够处理好驾车中出现的

故障和意外# 同样的道理，只是为了考试而学的物理

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而且考完了或许有一半就忘

掉了#
虽然学习物理并不都是为了当物理学家和物理

教师，但驾照考试也要考物理，则说明了：具有一定

的物理知识，能在生活中用好物理知识，应该是一个

现代人必备的科学素质和生存需要［-］# 这就是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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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照考试给物理教育和物理教师最大的启示(
试题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错 ).( 对

)/( 对 )’( 对 $%( 对 $)( 错 $$( + $"( , $#( * $&( + $-(
, $.( 错 $/( 错 $’( 错 "%( 错 ")( 对 "$( 对 ""( 对 "#(
错 "&( 对 "-( 对 ".( 错 "/( 错 "’( 对 #%( 对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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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们如何计算河流的污染

河水的质量可以用化学分析的方法来测定，如果人类的生活垃圾、农业和工业的污染源超过一定的阈值，这时水中的氧

会减少，从而影响到水生物的生存环境( 水的污染程度常用两个参量来量化，一是生物氧的要求，一是化学氧的要求( 工程师

们经常用一个线性模型，即一维平流弥散反应方程来描述这些参量，方程中的系数是由河中水的流动及污染物在河中的流动

来确定的(
最近法国 ,9I2A=8;= 大学的 BF *@JA@ 教授和他的同事们逆向地考虑了这个问题( 他们首先确定污染源的精确位置，然后

观察并计算污染物对河流的影响( 新的计算方法是在监测的河流中选择两个观察点来测定污染物的浓度，其中一个点在河流

的上游，另一个点在河流的下游( 他们推导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用来确定出污染源的正确位置，然后再对这个解进行傅

里叶展开，以便于求出污染源强度随时间的演化规律( BF *@JA@ 教授认为，不管污染是来自城市、农业或工业，这种数学模式都

解决了对河流中污染物传播的监控，同时这个公式的运算方便，可以让一个软件来执行( 这样就能对河流中偶然的、故意的或

突发的污染情况进行监控，因此这个方法的实用价值较大(

（云中客! 摘自 G0H5A65 D=K L=45，).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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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XAC@I@15E Y !" #$( Z( ,CH51( PC9410，)’’)，))&：-$/

［ ’ ］ G9;6= O +，*9EC S G，P91\ D !" #$% +22F( G0H5( R=11( ，

)’’-，-/：&.

［)%］ G@;M9:= Z，<9E51@M@5 Q( N=IA69;JE619C @;J N=IAI=1@F5，

)’’/，&%："$-

［))］ D@;8 Q，N0AC@0@I@ Q，NE; X * !" #$% +22F( G0H5( R=11( ，

$%%%，.-：$$$%

［)$］ VA=8=C !" #$( +22F( G0H5( R=11( ，)’’-，-/：’.%

［)"］ +I@;9 X，XAC@I@15E Y，+M@5@MA W( Z2;( Z( +22F( G0H5( ，

G@C1 )，)’//，$.：R)"/#

［)#］ S=1602C90I Q，XAC@I@15E Y，W190 Y !" #$( Z2;( Z( +22F(

G0H5( ，G@C1 )，)’’$，")：R)#&#

［)&］ G=CM94A1\ N( ]21A6@F ,0@C@61=CA\@1A9; 9^ N=IA69;JE619C：W;^C@T

C=J，V@I@;，@;J G0919FEIA;=56=;6= 52=61C@( R9;J9;：+6@T

J=IA6 GC=55，)’’%( "$&

［)-］ D@;8 Q，L@M@8@4@ S，D@;8 Z !" #$% +22F( G0H5( R=11( ，

)’’/，."："&.)

［).］ *@A Z，D@;8 Q，N@M@A N( Z( +22F( G0H5( ，$%%)，’%：).#%

［)/］ <A;5MH < N !" #$( +22F( G0H5( R=11( ，)’’/，.$：)%--

［)’］ <AFF=C S + * !" #$( G0H5( V=:( *，)’/&，"$：)%#"

［$%］ <AFF=C S + * !" #$( G0H5( V=:( R=11( ，)’/#，$-：$)."

［$)］ Q@M=E60A Q !" #$( Z2;( Z( +22F( G0H5( ，)’’.，"-：R"/$

［$$］ *@A Z，RAE D X( DE > _ !" #$% Z( +22F( G0H5( ，)’’-，.’：

.-$.

［$"］ D@CC=; * B，[ U C@H SA^^C@61A9;( +JJA59; U D=5F=H 2EKFA50A;8

69I2@;H，)’-’，$/

［$#］ G=CFA; G !" #$( +22F( G0H5( R=11( ，)’’/，."：$../

［$&］ BFA5==: G P，G=CFA; G，R== Z !" #$% +22F( G0H5( R=11( ，)’’.，

.)：&-’

［$-］ D@;8 Q，*@A Z，N@M@A N !" #$% +22F( G0H5( R=11( ，$%%)，./：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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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