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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力是 作 用% 一 个 物 体 受 到 力 的

作用!一 定 有 对 它 施 加 这 种 作

用! 力 是 不 能 离 开 和

而独立存在的%
&$力可以用一根 来表示!线段是按

一定比例画出的!它的 表示力的

大 小!它 的 表 示 力 的 方 向!
表示力的作用点!力的方向所沿

的直线 叫 做 $这 种 表 示 力 的 方

法!叫做 $
’$根 据 力 的 性 质 来 看!力 学 中 常 遇 到 的 力 有

" " $
拉力"压力"支 持 力"动 力"阻 力 都 是 根 据 力 的

来命名的$
($如图!#!所示$球 ! 放在物体" 上!球 ! 作

用于物体" 的压力大小是)*!试画出这个力

的图示!并说明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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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小车放在水平地面上!如图!"&!受到一

个与水平方向成("+角向右上方的",* 的拉

力作用$试画出这个力的图示$

图!"&

-$施力物体 同 时 也 一 定 是 受 力 物 体 吗？举 例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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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

!$关于重力的说法!正确的是 "!!#

.$重力就是地球对物体的吸引力

/$只有静止的物体才受到重力

0$同一物体在地球上无论怎样运动都受 到 重

力

1$重力是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产生的力

&$关于物体的重心!说法正确的是 "!!#

.$重心就是物体内最重的点

/$任何形状规则的物体!它的重心必在其几何

中心上

0$重心是物体所受重力的作用点!所以重心总

是在物体上!不可能在物体外

1$物体的重心有可能不在物体上

’$重力与质量的关系式为 $一个

-,23的人!其重力为 $如果这

个人 在 #$4#%- 的 月 球 上!他 的 重 力 变 为

%
(%在弹簧秤下悬挂一重物!当重物静止时弹簧秤

示数为!)%-*!则重物的质量是 23!
重力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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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 的 方 向 总 是 竖
"

直
"

向 下!能 否 说 成 垂 直 向

下？你对"竖直#二字怎样理解？

-%放在水平地 面 上 的 物 体 对 地 面 的 压 力 就 是 物

体的重力%这句话错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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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力

!$关于产生弹力的条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只要两个物体接触就一定产生弹力

/$只要两个物体相互吸引就一定产生弹力

0$弹力是发生形变的物体对跟它接触的 物 体

产生的力

1$直接接触且发生形变的物体

&$试分析图!$’中光滑小球受到的 弹 力!并 画

出小球受到的重力和弹力的示意图%

图!$’
’$物体!%" 的重力均为&,*!都静止在水平地

面上!其 中 " 受 到 一 个 竖 直 向 上 的 拉 力& 的

作用!问地面对物体!%" 的支持力是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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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小球用细绳系住"细绳保持竖

直方向并被拉紧"小球与光滑斜面接触并保持

静止状态"则小球受到的力有 %

图!!(
"%画出图!!"中各静止物体所受的弹力%#各接

触面均光滑"’ 为重心$

图!!"
-%画出图!!-中! 物体受到的重力和弹力"画

出结点’ 受到的弹力"各接触面均光滑$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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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

!$关于摩擦力!说法正确的是 "!!#

.$摩擦力的方向总是和运动的方向相反

/$相互压紧!接触面粗糙的物体之间总有摩擦

力

0$相互接触的物体之间正压力增大!摩擦力一

定增大

1$物体受到的静摩擦力大小和材料的粗糙程

度无关

图!$

&$

5

如图!$5所示!在!4,$!的

水平面上向右运动的物体!质

量为&,23$在运动过程中!
还受到一个水平向左的大小为!,* 的拉力&
的作用!则 物 体 受 到 的 滑 动 摩 擦 力 为"#4!,
*%23# "!!#

.$!,*!向右!!/$!,*!向左

0$&,*!向右 1$&,*!向左

’$运动员用双 手 握 住 竖 直 的 竹 杆 匀 速 攀 上 和 匀

速下滑时!运动 员 所 受 的 摩 擦 力 分 别 是 &! 和

&&!那么 "!!#

.$&! 向下!&& 向上!且&!4&&

/$&! 向下!&& 向上!且&!#&&

0$&! 向上!&& 向上!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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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上!&& 向下!且&!4&&

($某同学用弹簧秤称一木块重"*!把木块放在

水平桌面上!用弹簧秤水平地向右拉木块$
"!#当弹簧秤的读数为!* 时!木块未被拉动!
这时木块受到的是 摩擦力!大小

是 !方向向 $
"&#当弹簧秤读数为&$!* 时!木块 刚 好 开 始

移动!此时木块受到的是 摩擦

力! 大 小 是 ! 方 向 向

%
"’#开始运动后!使木块保持匀速直线运动!弹

簧秤 的 读 数 为 & *!此 时 木 块 受 到 的 是

摩 擦 力!大 小 是 !
动摩擦因数!4 $
"(#若 使 弹 簧 秤 在 拉 动 木 块 运 动 中 读 数 变 为

’*!木块受到的是 摩擦力!大小

是 %
""#木块离 开 了 弹 簧 秤 继 续 滑 动!这 时 木 块 受

到的是 摩擦力!大小是 %
"$静摩擦力 的 大 小 与 正 压 力 成 正 比 吗？静 摩 擦

力的大小应该怎样求？

-$请你设计一 个 测 量 纸 和 桌 面 之 间 的 动 摩 擦 因

数的实验$说明实验原理和做法!并实际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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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合成

!$&!!&& 两个共点力的合力为&"则有 #!!$

.$合力& 一定大于任一个分力

/$合力的大小既可等于&!"也可等于&&

0$合力有可能小于任何一个分力

1$合力&的大小随&!!&& 间的夹角增大而减小

&$两个共 点 力 的 大 小 分 别 为 &!4!"*"&&4)
*"它们的合力不可能等于 #!!$

.$)*!!/$&"*!!0$-*!!1$&!*
’$大小为&,* 的两个力夹角为-,+"则合力大小

为 *$
($什么是矢量？什么是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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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两个力的大小分别为’* 和(*!用作图

法求出它们之间的夹角"各 为,+"),+"!&,+时

的合力的大小$

-$一个物体 同 时 受 到 &!"&&"&’ 三 个 共 点 力 作

用!其合力为(!若已知&!"&& 和( 的大小!方

向如图!#6所示!试用作图法画出&’%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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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分解

!$把一个已知的力& 分解为两个分力!下列情况

一定具有惟一解的是 "!!#

.$已知两个分力的方向!并且不在同一直线上

/$已知一个分力的大小和方向

0$已知一个分力的大小和另一个分力的方向

1$已知两个分力的大小

&$已知力&4!,*!它的一个分力&!4"*!则

它的另一个分力&& 的大小可能是 "!!#

.$!&*!!/$(*!! 0$!6*!!1$5*
’$将一个力分解为两个不为零的力!下列哪种分

解法是不可能的 "!!#

.$分力之一垂直于&
/$两个分力与& 都在一直线上

0$一个分力的大小与& 的大小相同

1$一个分力与& 相同

($如图!$)中 重 物 的 质 量 为 )!轻 细 绳 !’ 和

"’ 的!%" 端是固定 的% 平 衡 时 !’ 是 水 平

的!"’ 与水平面的夹角为"%!’ 受的拉力&!

和"’ 受的拉力&& 的大小是 "!!#

.$&!4 )#789"!!/$&!4 )#78:"
0$&&4 )#9;<"!!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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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已知一个力&4!,,*"把它分解为两个力"已

知其中一 个 分 力 &! 与 & 的 夹 角 为’,*"则 另

一个分力&& 的最小值为 *%
-$水平面上和倾角为#的斜面上的物体都受 到

推力& 的作用"如图!!!,所 示"说 明 两 种 情

况下产生的效果"并求出每种情况下的两个分

力的大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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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运动

!$在描述一个物体运动时!选作为标准的另一个

物体叫做 $我们把物体相对地球

的运动方向简称为 $
&$研究一个行星绕太阳公转运动时!能否把地球

看作质点？研 究 地 球 的 自 转 时 能 否 把 地 球 看

作质点？为什么？

’$长为5,= 的列车由北京开往上海!在研究列

车行驶的时 间 时!可 以 把 它 看 成 质 点!这 是 因

为 $在计 算 它 通 过!,,= 的 大 桥 时!
不能把它看作质点!这是因为 $

($某学校举行升旗仪式!5"’,开始!5"("结束%
此过程的初始时刻为 !末时刻为

!此 过 程 经 历 的 时 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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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从北京 站 到 北 京 西 站 的 路 程 和 位 移 的 正

确说法是 !!!"

.$路程等于位移的大小

/$位移的大小小于路程

0$路程是惟一的

1$位移大小是惟一的

-$在一个半径为 ( 的圆轨道 上#物 体 由 ! 点 出

发顺时针运动再回到! 点的过程中#如图&$

!所 示#路 程 的 大 小 为 #位 移 的

大 小 为 #位 移 的 最 大 值 是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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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和时间的关系

!$飞机在空中向东匀速飞行&,9!飞机的速度大

小为!,,="9!则飞机的位移大小为 $
&$如图&#&所示!物体在某直线上运 动% 由 图

象可知$前’秒的位移为 =!第

三秒 的 位 移 为 =!求 出 +4
="9%即:><"的值&$

图&#

’$

&
如图&#’为甲’乙’丙三个物体同方向做直线

运动 的,#- 图 象% 其 中 做 匀 速 运 动 的 是

物 体!做 加 速 运 动 的 物 体 是

!做 减 速 运 动 的 物 体 是

!它们在-$时刻距离出发点由远

到近的顺序是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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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图象对实际运动的物体哪些是不

可能的 "!!#

图&!(

"$物体在一条 直 线 上 运 动$物 体 从-4,位 置 出

发$路途静止 了 一 段 时 间 再 返 回 原 点$试 画 出

物体的,!-运动图象$

-$一小球从(= 的高处落下$被地面弹回$在!=
高处被 接 住$则 小 球 的 路 程 为 $
位移的大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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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快慢的描述!速度

!$测得 百 米 运 动 员-9末 的 速 度 为6=!9"!,9
末冲过终点 的 速 度 为!,$&=!9"该 运 动 员 在

全程的平均速度为 #!!$

.$6=!9
/$)$!=!9
0$!,=!9
1$"$!=!9

&$上题中运动员在!,9末的瞬时速度为 #!!$

.$!,$&=!9
/$)$!=!9
0$!,=!9
1$无法确定

’$做直线运动的物体"通过前半程的平均速度为

!,=!9"通过后半程的平均速度为&,=!9"则

全程的平均速度为 #!!$

.$!"=!9
/$&,!’=!9
0$(,!’=!9
1$无法确定

($做直线运动的物体"前!!’时间内平均速度为

&=!9"在余下的时间内平均速度为’$"=!9"
则全程的平均速度为 =!9%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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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移内的平均速度为&=!9"余下 的 位

移的平均速度为’$"=!9"则全程的平均速度

为 =!9$
"$为了使火药爆炸"应该先点燃导火索"在导火

索燃烧时点火员可以跑到安全地点"设导火索

长度为."安全距离为,"则点火员的平均速度

与导火线燃烧的平均速度之比值至少为多少？

-%平均速度 和 瞬 时 速 度 有 什 么 不 同 的 地 方？有

什么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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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和时间的关系

!$物体做直线运动!,"-图象如图&""所示!前

&9是 !最后&9是

运动$中间的&9是 运动$

图&""
&$如图 &"- 所 示!物 体 做 直 线 运 动 的+"-图

象%由图象可知!前&9是 运动#
中间 &9是 运 动#最 后 &9是

运 动!若 以 向 东 为 正 方 向!这 三

段 的 运 动 速 度 方 向 分 别 是 $
$ $

图&"-
’$如 & 题 图 所 示!物 体 在 前 &9 的 路 程 是

!-9的总路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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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末的速度为 =!9"前&9内的

平均速度为 =!9"运动全过程的

平均速度为 =!9$
($在不计空气 阻 力 时"以+, 速 率 竖 直 上 抛 一 个

皮球"经 过-! 达 到 最 高 点"又 经 过-! 回 到 起

点"上 升 和 下 降 均 为 匀 变 速"画 出 皮 球 的 速

度#时间图象%

"%将!题的直线运动的物体对应的+#-图画出%

-$如图&#5所 示"是 一 个 物 体 的 速 度#时 间 图

象"由图中给 出 的 数 据 可 知$匀 加 速 运 动 的 速

度每秒增 加 =!9"-9时 刻 的 速 度 大

小为 =!9"匀加速运动段的位移大小

为 "其 平 均 速 度 为 =!9"全

过程的平均速度是最大速度的 倍$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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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改变快慢的

描述!加速度

!$如图&!6所示"物体做直线运动"在,!"9的

全段运动中初速度+,4 =#9"末

速度+-4 =#9"中间的时刻的瞬

时速度为 =#9$全段的平均速度

大 小 为 =#9"运 动 位 移 为

="这 段 运 动 的 速 度 的 增 量 为

=#9"这段运动的速度变化率4
=#9"这 段 运 动 的 加 速 度 /4
$

图&!6

&$对速度与加速度的关系"正确的说法是 $!!%

.$速度大的加速度大

/$速度变化大的加速度大

0$速度变化率大的加速度大

1$速度不变"加速度为零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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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的加速度一定是零

/$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的加速度可能是零

0$做加速直线运动的物体的加速度是零

1$做减速直线运动的物体的加速度不是零

($对于做直线运动的物体!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位移方向不变!速度方向可变

/$速度方向不变!加速度方向可变

0$速度增量方向就是加速度的方向

1$加速度方向不变!速度方向可变

"$如 图 &$)!甲%乙 两 个 物 体 同 时 同 地 开 始 运

动!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甲的速度大于乙的速度

/$甲通过的路程比乙大

0$甲的加速度比乙大

1$甲%乙只有一个时刻的速度相同

图&$)
-$对于速度%速度增量%速度变化率三个矢量的

方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速度方向就是速度增量的方向

/$速度增量方向就是其变化率的方向

0$三个矢量总是同方向

1$速度变化率可以与速度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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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

!$质点在直线上做初速度为零的匀变速运动!加

速度为’="9&!则第’秒的初速度是

="9!末速度是 ="9$
&$汽车在平直的路上以!,="9的初速度做匀速

直线运动!发 现 前 面 有 情 况 而 刹 车!获 得 的 加

速度大小是&="9&!则

#!$汽车经过’9的速度大小是 ="9$
#&$经过"9的速度大小是 ="9$
#’$经过!,9的速度大小是 ="9$

’$做直线运动 的 物 体 速 度+ 与 时 间- 的 函 数 关

系为+4’?&-!此函数式中选定

的方 向 为 正 方 向!物 体 做 运 动!
若此函数关系表示汽车刹车的全过程!汽车平

均速 度 为 ="9!它 是 初 速 度 的

倍!又 是 刹 车 全 部 时 间

的瞬时速 度!该 汽 车 刹 车!9冲

出的距离是 =!汽车刹车&9的位移是

%
($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前’9的位移

是($"=!后’9的位移为 =$
"$质点做直线运动的+%-图!如图&%!,所示!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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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内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

/$&!(9内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

0$前’9内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

1$&9末物体的速度大小是(=!9

图&"!,
-$质点从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从开始运

动起#通 过 连 续 三 段 路 程 所 用 的 时 间 分 别 为

!9$&9$’9#这三段路程之比应是多少？



!!"分钟 —&"!!!

!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高 中 新 教 材!"分 钟 随 堂 训 练

#&$5!匀变速直线运动的

规律的应用

!$一个运动员百米赛跑时!在前&9内做匀加速

运动!前两秒内的位移为!-=!则运动员的加

速度为 %
&$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物体!速度从+增加到&+

时经过的位移是,!则它的速度从+增加到’+
时发生的位移是 $

’$一质点从静止开始以!="9& 的加速度做匀加

速运动!经过"9后做匀速运动!最后&9的时

间使质点匀减速到静止!则质点匀速运动时的

速度多大？减速运动时的加速度多大？

($做出上题中的速度#时间图象%



!"分钟 —&-!!!

!
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训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初速度+,4&="9!加

速度/4,$!="9&!求#
$!%前(9内的平均速度及位移%
$&%第(9内通过的位移%

-% 汽车以&,="9的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刹车

后的加速度大小为(="9&!那么可滑行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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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由落体运动

!$自 由 落 体 运 动 是 初 速 度 为 的

直线运动%
&$甲!乙两个物体从不同的高度同时释放"不计

空气阻力"在它们都没落地之前"以下说 法 正

确的是 #!!$

.$它们的加速度相同

/$加速度不一定相同

0$它们在同一时刻的速度相同

1$它们相对静止

’$已知某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在第!9内下降

了 ="在 第 &9 末 的 速 度 为

=%9"在 第 & 9 内 下 降 了

=$
($做自由落体的物体在某时刻的速度为’,=%9"

则前!9的位移是多少？##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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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质点做自 由 下 落 的 总 时 间 为-9!则 其 下

落过程的平均速度为多少？"#取!,=#9&$

-$设小球做自由落体运动!在落地前的!9内下

降的距离为’"=!则落地的速度大小为多少？

它是从多高开始下落的？"#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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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第一定律

!$关于惯性的说法正确的是 !!!"

.$快速运 动 的 物 体 难 以 静 止#说 明 物 体 的 速

度大#惯性大

/$静止的火车难以启动#说明静止的物体惯性

大

0$乒乓球可以快速抽杀#说明乒乓球惯性小

1$物体受到的力越大#越容易变速#说明物体

受力大#惯性小

图 ’$

&$

!

如图’$!所示#重球系于线 01 下端#
重球下再系根同样的线 "!#回 答 下 列

问题%
!!"在线的! 端慢慢增加拉力#哪根线

先断？为什么？

!&"在线的! 端突然猛力一拉#哪根线

先断？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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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用力推原来静止在水平面上的物体!此物

体便开始运动!此后仅用较小的力就可以维持

物体的匀速直线运动!可见 "!!#

.$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

/$力是维持物体运动速度的原因

0$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1$力是改变物体惯性的原因

($一个物体保 持 静 止 或 匀 速 直 线 运 动 状 态 不 变

是因为 "!!#

.$物体一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力

/$物体一定是受二力平衡的力

0$物体受到的外力合力为零

1$物体与接触面间摩擦力恒定

"$牛顿第一定 律 揭 示 了 物 体 不 受 外 力 时 的 运 动

规律是什么？

-% 伽利略的斜面实验证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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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

!$物体的速度是描述运动状态的物理量!它是矢

量% 所 以 速 度 的 发 生 改 变 或

发生改变!或 都发

生改变都叫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了改变%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在一条 直 线 上 运 动 的 物 体!其 运 动 状 态 一

定不变

/$速度大小不变的物体!其运动状态一定不变

0$质量大的物体!其运动状态难以改变

1$质量小的物体!其运动状态难以改变

’$满载苹果的卡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时!如果这

时从车尾落下一只苹果!苹果在路上要朝哪个

方向滚动!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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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一个物体原来以!,=#9的速度运行$后来

速度变为’,=#9$则其惯性增大了

/$已知月球上的重力加速度是地球上的!#-$
故物体从地球移到月球惯性减小为!#-

0$质量大的物体运动状态难以改变$故质量大

的物体惯性大

1$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物体惯 性 大 是 指 运 动 状 态 改 变

!难%易"
物体惯性小可以理解为保持原来运动状态不

变的能力 !强%弱"

-$根据牛顿第一定律解释&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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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第二定律

!$对牛顿第二定律的表达式&4)/的正确理解

是 !!!"

.$由&4)/可知#物体所受的合外力与物体

的质量成正比#与其加速度成反比

/$由)4&$/可知#物体的质量与其所受的合

外力成正比#与其加速度成反比

0$由/4&$) 可知#物体的加速度与其所受的

合外力成正比#与质量成反比

1$由)4&$/可知#物体的质量可以通过测量

它受到的合外力和加速度而求得

&$对静止在光滑水平面上的物体#施加一水平拉

力#当 力 刚 开 始 作 用 的 瞬 时#物 体 立 即 获 得

#而 仍为零%!选填

%速度&或%加速度&"

’$试用牛顿第二定律证明#物体重力2 与质量关

系24)#中的#4)$6*$23是重力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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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 的 物 体 原 来 静 止!如 果 受 到 恒 力 作

用!经过(9获得’)$&="9的速度!则该水平

恒力的大小为多少？

"$质量为,$&23的物体从高处以)$-="9& 的加

速度匀速下落!则物体所受的合力为多少？空

气阻力为多少？

-$说明加速度 的 物 理 含 义 及 其 具 体 数 值 所 表 示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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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第三定律

!$对于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先有作用力!后有反作用力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0$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合力为零

1$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性质相同的力

&$如果两个力彼此平衡!则它们 "!!#

.$必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必不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0$必是同性质的力

1$可能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对于静止在斜面上的物体!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斜面对物体的弹力和物体的重力是一对平

衡力

/$物体对斜面的压力和斜面对物 体 的 弹 力 是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0$物体对斜面的压力和斜面对物体的弹 力 是

平衡力

1$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人走路时!人和地球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的对数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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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三对!0$四对!1$五对

"$用牛顿第三定律判断对错

.$跳高运 动 员 起 跳 时!地 对 人 的 支 持 力 大 于

人对地的压力 "!!#

/$拔河比赛时!甲队胜是因为甲队给乙队的力

大于乙队拉甲队的力 "!!#

0$钢丝绳吊起货物加速上升时!钢丝绳拉货物

的力大于货物给钢丝绳的力 "!!#

1$篮 球 场 上!身 高 体 壮 的 球 员 撞 倒 瘦 小 的 球

员!说明前者给后者的力更大 "!!#

-$试比较说明 作 用 力 与 反 作 用 力 和 二 力 平 衡 的

相同点与不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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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单位制

!$在 力 学 中 选 定

这三个 物 理 量 的 单 位 为 基 本 单

位!在国际单位制中!这三个基本 单 位 分 别 是

%
&$在下述各量中!等于!* 的是 "!!#

.$!23$=%9&

/$!23%"=$9#

0$!23$=%9
1$!23$=&%9&

’$下列关于单位制及其应用的说法正确的是

"!!#

.$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一起组成了单位制

/$选用的基本单位不同!构成的单位制也不同

0$在物理计算中!如果所有已知量都用同一单

位制中的单位表示!只 要 正 确 应 用 公 式!其

结果就一定是用这个单位制中的单位表示

1$一般来说!物理公式主要确定各物理量间的

数量关系!并不一定同时确定单位关系

($如图’&&质 量 为!,23的 物 体!在 水 平 地 面

上向左运动!物体与水平地面间的动摩擦因素

为,$&!与此同时物体受到一个水平向右的推

力&4’,* 的 作 用!求 物 体 的 加 速 度 大 小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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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4!,="9&#

图’$&

"$质量为(,克的物体从距地面’-= 高处落下%
落地时的速 度 为&(="9%求 物 体 下 落 过 程 中

受到的平均阻力？

-$加速度单位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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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 一个物 体 在 几 个 力 的 作 用 下 处 于 平 衡 状 态!
若其中一个向东的力沿原方向逐渐增大到原

来&倍!而其他力不变!则物体的加速度

"!!#

.% 方向一定向东!且逐渐增大

/% 方向一定向西!且逐渐增大

0% 方向一定向东!且逐渐减小

1% 方向一定向西!且逐渐减小

图’$

&%

’

如图’$’!若斜面光滑!则物体

沿 斜 面 自 由 下 滑 的 加 速 度

!若斜面粗糙!且 动 摩

擦因 数 为3!则 物 体 沿 斜 面 下

滑的加速度为

’%

%
甲乙两物体质 量 之 比 为"@’!所 受 外 力 大 小

之比为&@’!则加速度之比

(%

%
一辆小 车 在 水 平 地 面 上 行 驶!车 顶 处 悬 挂 着

的摆球相对小车静止且与竖直方向成#角!下

面关于小车加速度的说法正确的是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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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向左!大小为#:><#
/% 方向向右!大小为#:><#
0% 方向向左!大小为#9;<#
1% 方向向右!大小为#9;<#

"% 质量为!23的 物 体 受 到 两 个 大 小 均 为&* 的

共点力的作用!则物体的加速度大小可能为

"!!#

.%"=$9&

/%’=$9&

0%&=$9&

1%,$"=$9&

-% 一人沿水平方向推一质量为("23的物体!推

力为),*!此 时 物 体 的 加 速 度 为!%6=$9&!当

人不再推车时!车的加速度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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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重和失重

!% 一位同学站在体重计上!在他下蹲的过程中!
体重计的读数 "!!#

.% 减小

/% 增大

0% 先减小后增大最后不变

1% 先增大后减小

&% 物体具有向上的加速度的运动有 运

动和 运动两种情况!此时为

现象$

’% 弹簧上挂 一 质 量 为!23的 物 体!在 下 列 各 情

况下弹簧秤的示数各为多少？"#4!,=%9&#
"!#以"=%9匀速上升或下降$
"&#以"=%9& 的 加 速 度 竖 直 加 速 上 升 或 减 速

下降$
"’#以重力加速度#竖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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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重是-,23的 人!站 在 升 降 机 的 台 秤 上!台

秤的示数 是"",*!问 电 梯 的 加 速 度 是 多 大？

"#4!,=#9&$

"% 木箱中有一个!,23的物体!钢绳吊着木箱向

上做初速 度 为 零 的 匀 加 速 直 线 运 动!加 速 度

为,%"=#9!至 第’9末 钢 绳 突 然 断 裂!那 么!

(%"9末物体对木箱的压力为"木箱仍在空中$

.%!,,*!!/%,!!0%!",*!!1%"*
-% 已知 44&,,23的物体!置于升降机内的台秤

上!从静止开始上升!运动过程中台秤的示数

& 与时间-的关系如图’%"所 示!求 升 降 机

在59内上升的高度？"#4!,=#9&$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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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点力作用下物体的平衡

!% 在 共 点 力 作 用 下 物 体 的 平 衡 条 件 是

!此时物体的加速度等于 %
&% 下列关 于 质 点 处 于 平 衡 状 态 的 叙 述!正 确 的

是 "!!#

.% 质点一定不受力的作用

/% 质点一定没有加速度

0% 质点一定没有速度

1% 质点一定保持静止状态

’% 物体受 三 个 共 点 力 作 用 而 平 衡 时!其 中 任 意

两 个 力 的 合 力 与 第 三 个 力 的 关 系 是

!这三个力的合力等于 %
(% 质量为!,23的物体放在水平地面上!它和地

面之间的动摩擦因数是,%&!水平拉力& 由零

开始逐渐增大!直到物体开始滑动!在物体静

止 不 动 的 过 程 中!它 受 到 的 合 外 力 是

!它受到的摩擦力逐渐 %
"% 运动员用双手握住竖直的竹杆匀速上攀和匀

速下滑!他所 受 的 摩 擦 力 分 别 为5! 和5&!那

么 "!!#

.%5! 向下!5& 向上!且5!45&

/%5! 向下!5& 向上!且5!#5&

0%5! 向上!5& 向上!且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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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向上!5& 向下!且5!45&

-% 如图("!所示!甲乙两物体叠放在水平地面

上!水 平 拉 力 作 用 于 物 体 乙!物 体 乙 仍 静 止!
则 #!!$

.% 物体乙受四个力

/% 物体乙受五个力

0% 物体乙受六个力

1% 物体乙受两个静摩擦力作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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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点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 如图(!&所示"质量)4&23

图(!&

的物体"在水平拉力&4&*的作

用下"沿水平向右匀速运动"求物

体与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

图(!

&%

’

如图(!’所 示"质 量 )4&23
的物体"与 地 面 间 的 动 摩 擦 因

数!4,%""问 要 使 物 体 向 右 匀

速运动"拉力& 多大？#已知&
与水平面夹角"4’5*%$

图(!

’%

(

如图(!(所 示"质 量 )4&23
的物体"与 斜 面 间 的 最 大 静 摩

擦力&54’%&*"斜面倾角"
’5

4
*"要 使 物 体 静 止 在 斜 面 上"

沿斜 面 向 上 加 的 最 小 力 & 多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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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如图(!"所示"当人向 右 跨

了一 步 后"人 与 物 体 仍 保 持

静止"正确的说法是 #!!$

.% 地面对人的摩擦力减小

/% 地面对人的摩擦力增大

0% 人对地面的压力增大

1% 人对地面的压力减小

"% 如图(!-所示"有两个物体 !%""其重力2!

4’*"2"4(*"! 用悬绳挂在天花板上"" 放

在水 平 地 面 上"此 时 !%" 间 弹 簧 的 弹 力 是

&*"则绳的拉力&6 及" 对地面的压力&7 的

可能值分别是 #!!$

.%5* 和,!!!!/%!* 和&*
0%!* 和-* 1%"* 和&*

图 (!

-%
-

如 图(!5所 示")! 与 )& 叠 放 在 水 平 桌 面

上"在& 作用下向右做匀速运动")& 对 )! 的

摩擦力为多大？地面对)& 的摩擦力有多大？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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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固定转动轴物体的平衡

!% 一个有固定转动轴的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如

果保持静 止 状 态 或 匀 速 转 动 状 态!称 这 个 物

体处于 $
&% 力臂是 !力矩是 %
’% 对于作用在同一个有固定转动轴物体上等大

的两个力!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 如果它们的作用点到转动轴的距离相同!
则它们的力矩一定相同

/% 如果它们的作用点到 转 动 轴 的 距 离 相 同!
而且力的方向 也 相 同!则 它 们 的 力 矩 一 定

相同

0% 如果它们的作用点到转动轴 的 距 离 不 同!
则它们的力矩一定不同

1%如果它们的作用点到转动轴的距离不同!且

力的方向也不同!但它们的力矩可能相同

图($

(%

6

如 图($6所 示!’ 为 杆’!
的轴!杆 长 &=!四 个 力 &!%

&&%&’%&( 的 作 用 点 都 在 !
处!若$#4$"4’,*!$$
-,

4

*!则&!%&&%&’ 和 &( 的 力 臂 分 别 是&.!4

=!.&4 =!.’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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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 示"质 量 均 匀 的 直 杆"可 绕 ’ 端

的水平轴 自 由 转 动"今 在 其 下 端 施 加 一 水 平

恒力&"使杆在竖直平面内转过"角#"%),*$
的过程中"力& 对轴’ 的力矩随" 角的增 大

而 %杆 的 重 力 对 轴 ’ 的 力 矩 随" 角 的

增大而 %#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图(!

-%
)

如 图(!!,所 示"将 重 为2 的 均 匀 木 棒 在 中

点’ 处支起% 木棒保持水平"如果从’" 段的

中点截 去 一 段 "1"在 支 点 位 置 不 变 的 条 件

下"要使棒重新保持水平位置的平衡"应在棒

的右端1 处加一个竖直向下的作用力&"& 的

大小为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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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矩平衡条件的应用

!%有大小分别为&!4(*和&&4’*的两个力!其

作用点到转轴’的距离分别为.!4’,7=和.&

4(,7=!这两个力对转轴’ 的 力 矩 4! 和 4&

的大小关系为 "!!#

.% 因为&!#&&!所以 4!#4&

/% 因为.!%.&!所以 4!%4&

0% 因为&!.!4&&.&!所以 4!44&

1% 以上说法都不对

图($!!

&% 如图($!!所示!轻杆 !" 可

绕水平轴’ 转动!它的左端用

轻弹簧系在小车底部!右端用

细绳悬挂着小球!小车静止时

轻杆保持水平!若小车向左做

匀加速运动!则 "!!#

.% 轻杆仍保持水平!/% 轻杆不能保持水平

0% 弹簧的拉力变大 1% 弹簧的拉力不变

图 ($!&

’% 如图($!&!长.%重-* 的 均 匀 杆 可

绕’ 端转 轴 在 竖 直 平 面 内 无 摩 擦 转

动!今在 杆 的 ! 端 加 竖 直 向 上 的 力

&!使杆处于静止状态!求&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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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均匀木板 !""" 端固定在

墙壁 的 转 轴 上"木 板 可 在 竖

直平 面 内 转 动"木 板 下 垫 有

长方体木块1"恰好使木板水

平放 置"如 图(!!’所 示"现

用一水平力& 将1 由! 向" 缓慢推动"在推

动过程中"推力& 将 #!!$

.% 不变 /% 逐渐增大

0% 逐渐减小 1% 先增大后减小

图(!!(

"% 如图(!!(所示"在倾 角 为

"的光滑的斜面上放一块木

板"另有一 木 棒 左 端 可 绕 水

平轴 ’ 自 由 转 动% 其 右 端

搁在木板上"现 在 要 用 平 行 于 斜 面 的 力 把 木

板抽出"在抽木板过程中"木棒与木板间的摩

擦力 #!!$

.% 向上抽时摩擦力较大

/% 向下抽时摩擦力较大

0% 两种抽法摩擦力一样大

1% 条件不足"不能确定

图(!!"

-% 如图(!!"所示"一根长为.
的轻杆’!"可绕水平轴’ 在

竖直 平 面 内 自 由 转 动"左 端

! 挂一 质 量 为) 的 物 体"从

杆上一点" 系一不可伸长的

细绳"将绳跨 过 光 滑 的 钉 子 1 固 定 在 右 边 墙

壁上"已知’"4’14&
’.%求绳子的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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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力

!$物体间的相互!另外的物体!施力物体!受力物体

&$带箭头的线段!长短!指向!箭头或箭尾!力的作用线!力

的图示

’$重力!弹力!摩擦力!效果

($

"$施力物体!!受力物体"

-$施力物体同时也一定是受力物体$例用手提水桶!手对水桶施

加了力!手是施力物体$同时水桶对手也施加了力!手 同 时 也 是 受 力

物体$

#!$&!重力

!$01!&$1!’$24)#!"66*!)6*
($&!!)$-
"$不能!竖直就是垂直于水平面

-$"重力和压力的性质不同#重力和压 力 的 施 力 物 体"受 力 物

体不同% 所以不能说放在水平地面上的物体对地面的压力就是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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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力

#!$’!弹力

!$01
&$

’$不相等

($重力和绳子对小球的拉力

"$略!-$略

#!$(!摩擦力

!$1!&$1!’$0
($!!"静!!*!左!!&"最大静!&$!*!左!!’"滑动!&*!

,%(!!("滑动!&*!!""滑动!&*
"$静摩擦力的大小与正压力不成正比%
静摩擦力的大小根据平衡条件或牛顿第二定律求

-$
%

在木块下面贴张纸#用弹簧秤称出木块 的 重 力% 然 后 把 木 块

放在水平桌面上!贴纸的一面与桌面接触"#用弹簧秤水平地拉木块#
使木块做匀速直线运动#读出弹簧秤的示数&% 滑动摩擦力5数值上

等于&% 正压力 7 大小等于重力2%

动摩擦因数!45
74&

2

#!$"!力的合成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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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物理量叫矢量%
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物理量叫标量

"$
%

略!-$略

#!$-!力的分解

!$./!&$.1!’$1!($/1!"$",!-$&!4&789#!&&4&9;<#

#&$!!机械运动

!$参考系!运动方向

&$研究一个行星绕太阳公转运动时!可以把地球看作质点!研究

地球的自转时不能把地球看作质点% 因为一个质点不能自转

’$
%

略

($5"’,!5"("!!"分钟

"$/1
-$&%(!,!&(

#&$&!位移和时间的关系

!$&,,,=!&$’!!!!!’$甲#丙#乙!丙甲乙

($/0!"% 略!-$"=!’=

#&$’!运动快慢的描述!速度

!$0!&$.!’$/!($’!&$6!"$,$.!-$略

#&$(!速度和时间的关系

!$匀速!匀速!静止

&$匀加速!匀速!匀减速!东!东!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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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略!"$图略

-$&!!&!’-!-!($"

#&$"!速度改变快慢的描述!加速度

!$&!(!’!’!!"!&!,$(!,$(=!9&

&$01!’$.1!($./01!"$01!-$/1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

!$-!)!&$(","
’$

,
初速度!匀减速!!$"!,$"!中间时刻!&!&$&"

($!’$"!"$/1
-$解#由,4/-&!&可知前!"’"-秒的位移之比为!@)@’-"所以

题目中三段路程之比为!@6@&5$

#&$5!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的应用

!$6=!9&!&$6’,

’$"=!&$"=!9&!($略

"$$!%&$&=!9!6$6=!$&%&$’"=
-$",=

#&$6!自由落体运动

!$零!匀加速

&$.01!’$($)!!)$-!!($5
($!"=!"$’,=!9!-$(,=!9!6,=

#’$!!牛顿第一定律

!$0!&$$!%01 先断!原因略!$&%!" 先断!原因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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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略!-$略

#’$&!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

!$大小!方向!大小和方向

&$0!’$向前!原因略!($0
"$难!弱!-$略

#’$’!牛顿第二定律

!$01!&$加速度!速度!’$略

($!*!"$!$)&*!,$,(*!-$略

#’$(!牛顿第三定律

!$/0!&$/!’$/!($/
"$."’#!/"A#!0"A#!1"A#

-$略

#’$"!力学单位制

!$质量!长度!时间!23!=!9!&$.!’$./0!($"=$9&!
向右!"$,$,5&*!-$略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9;<#!#9;<#?!#789#
’$&@"!($.!"$/01!-$,%&=$9&

#’%5超重和失重

!%0!&% 匀加 速 上 升!匀 减 速 下 降!超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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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共点力作用下物体的平衡

!% 物体所受的合力为零!
&%/

,
!’%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
,

!增大!"%0!-%/

#(%&共点力平衡条件的应用

!%$4,$!!&%&46$)!*!’%&46$"-*!(%/0!"%1!-$&&
%&

#(%’有固定转动轴物体的平衡

!% 转动平衡状态

&% 转动轴到力的作用线的距离!力和力臂的乘积

’%1!(%!!&!!!

"%

,

减小!增大!-%’
62

#(%(力矩平衡条件的应用

!%1!&%.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