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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力和机械

6.1 怎样认识力

一、力

1. 力的概念：力是 对 的作用。用字母 表示。

2. 力的特点

（1）力不能脱离 而存在；

（2）当有一个力出现时，和这个力有关的物体一定是 ；

（3）相互接触的物体 产生力的作用， 的两个

物体之间也会产生力的作用。

3. 产生力的条件

（1）至少要有 物体，一个是 物体，另一个是

物体；

（2）物体间要有相互作用。

二、力的作用效果

1. 力可以使物体发生 。

2. 力可以使物体的 发生改变。

3. 运动状态的改变：（1） 的改变；（2） 的

改变

4. 判断物体是否受到力的作用

（1）物体发生 物体受到力的作用

（2）物体的 改变 物体受到力的作用

5. 力的单位

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 ，简称 ，符号是 。

6. 力的大小

托起两个鸡蛋的力约为 1N，记做：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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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1. 物体间力的作用是 。

2. 力是成对出现的，且是同时出现的，两个物体互为 物体

和 物体。

3.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统称为 。

4.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1） 相等 （2） 相反 （3）作用在 上；

（4）作用在 物体上 （5） 存在、 消失

四、力的三要素

1. 影响力的作用效果的因素

（1）力的 能够影响力的作用效果

（2）力的 能够影响力的作用效果

（3）力的 能影响力的作用效果

2. 力的三要素

物理学中，把力的 、 和 叫做力的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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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怎样测量和表示力

一、怎样测量力的大小

1. 人们常用 来测量力的大小。

2. 弹簧测力计的工作原理：

在 内，弹簧的 跟它受到的

成 。

3. 弹簧测力计的使用：

（1）使用前：

①观察弹簧测力计的“0”刻线（校零）、量程和分度值；

②应先估测待测力的大小，一定不能超出弹簧测力计的量程；

③来回拉动几下弹簧，避免指针、弹簧和外壳之间的摩擦而影响测量

的准确性。

（2）测量时：

要使弹簧测力计的受力方向沿轴线方向

（3）读数时：

应保持测力计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视线必须与刻度板垂

直，记下数值和单位。

二、怎样用图表示力

力的示意图

1. 用一根 把力的 表示出来。



5

6.3 重力

一、重力

1. 重力的概念

物体由于 而受到的力。

2. 重力的实力物体是 ，重力的受力物体是 。

3.重力的方向： ,其应用有：用 检查墙是否

竖直。

4.重力的作用点：

5．重心：重力在物体上的作用点叫重心。

物体重心的确定：

（1）质量分布均匀、形状规则的物体：

如均匀细棒的重心在它的 ，球的重心在 等。

（2）形状不规则的物体：

6．物体的重心越低，物体的底面积越大，物体的稳定性就越好。

7.物体受到的重力跟质量成

8. G 表示重力,G=mg，g≈9.8N/kg

g 的含义：表示质量为 1千克的物体在地球表面受到的重力为 9.8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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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探究滑动摩擦力

一、摩擦力

1.摩擦力产生的条件:

（1）两个物体相互 且接触面

（2）物体间有 或

2.滑动摩擦力

（1）定义：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表面上 时所受到的

物体相对运动的力, 叫做滑动摩擦力。

（2）方向：跟物体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反 (阻碍相对运动)

（3）作用点：在两物体接触面之间,受力物体上

3.摩擦力的种类

（1）静摩擦力：两个物体之间只有

（2）滑动摩擦力：两个物体之间发生

（3）滚动摩擦力：两个物体之间发生

4.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1）探究实验：

实验方法： 、

（1）实验过程：

当 用 弹 簧 测 力 计 拉 着 木 块 滑 动 时 ，

的示数的大小就等于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即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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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结论：

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1）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当压力相同时，接触面越 ,摩擦力 。

（2）压力：

当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时， 越大,摩擦力 。

5.增大摩擦力的方法

（1）增大

（2）增大

6.减小摩擦力的方法

（1）减小

（2）减小

（3） 代替

（4）使接触面 （如在接触面上加润滑油或用气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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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探究杠杆平衡条件

一、杠杆

1. 杠杆定义：在力的作用下，能绕某一 转动的 ，

叫做杠杆。

2. 杠杆的五要素：

（1）支点：杠杆绕着转动的点。

（2）动力：使杠杆转动的力。用字母 F1 表示。

（3）阻力：阻碍杠杆转动的力。用字母 F2 表示。

说明：动力、阻力的方向不一定相反，但它们使杠杆的转动的方向一

定相反。

（4）动力臂： 到 的距离。

（5）阻力臂： 到 的距离。

3.画力臂的要点

（1）作出动、阻力的

（2）过支点向力的作用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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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杠杆平衡条件

1.杠杆平衡：

杠杆在动力和阻力的作用下，处于 或匀速转动状态，叫做平

衡。

2.杠杆的平衡条件

× = × ，符号表示为：

三、杠杆分类

1.省力杠杆：动力臂 阻力臂，动力 阻力，

L1 L2， F1 F2 常见的省力杠杆：羊角锤，起盖器，

钳子

2.费力杠杆：动力臂 阻力臂，动力 阻力，

L1 L2， F1 F2 常见的费力杠杆：钓鱼竿，镊子，

手臂

3.等臂杠杆：动力臂 阻力臂，动力 阻力，

L1 L2， F1 F2 常见的等臂杠杆：托盘天平 、定滑

轮



10

6.6 探究滑轮的作用

一、滑轮

1. 概念：一个周边有凹槽，能绕轴转动的轮子---- 滑轮

2. 定滑轮：使用过程中,定滑轮是指轴固定不动的滑轮。

3. 定滑轮的特点：

（1） （2）

4. 定滑轮的实质:等臂杠杆，L1=L2，F1=F2（不省力）

5.动滑轮：使用过程中,动滑轮是指轴和重物一起移动的滑轮。

6.动滑轮的特点：

（1）若忽略摩擦，绳重，动滑轮的自重，拉力的大小接近于物重的

一半，即 F= G 物

若要考虑动滑轮的重量，则 F= （G 物+G 动）

（2）不能改变拉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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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动滑轮的实质：省力杠杆

当动力作用在轮上，动力臂是阻力臂二倍，此时是省力杠杆。L1=2L2 ，

8.动滑轮如果斜着拉：

三个力的大小关系为

二、滑轮组

1.概念：由多个定滑轮、动滑轮组装而成的一种简单机械。

2.特点：可以省力、可以改变动力方向

3.滑轮组的省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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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拉= G 物 F 拉= G 物

结论：

（1）若忽略绳重，摩擦阻力，动滑轮重。有几段绳子吊着动滑轮，

拉力就是物重的几分之一。

F 拉= G 物

（2）若只忽略绳重，摩擦阻力。有几段绳子吊着动滑轮，拉力就是

总重的几分之一。

F 拉= （G 物+G 动）

4.绳自由端移动的距离和重物上升高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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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动滑轮上有 2 股绳子，则 S 绳= h 物，v 绳= v 物

如果动滑轮上有 n 股绳子，则 S 绳= h 物，v 绳= v 物

三、轮轴

1.轮轴：由“轮”和“轴”组成的能绕轴心旋转，相当于以轴心为支

点，半径为杆的杠杆。

2.常见的轮轴：水龙头 、门的把手 、螺丝刀、汽车的方向盘等

3.轮轴的特点：动力臂大于阻力臂 —— 杠杆

四、斜面

斜面也是一种省力机械（斜面越长越省力）

斜面的应用：盘山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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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运动和力

7.1 怎样描述运动

一、机械运动：

定义：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的 改变，叫做机械运动，简

称运动。

二、参照物：被选作标准的物体叫参照物。

1、参照物的选择是任意的，不论是静止还是运动的物体都可以选为

参照物。

2、参照物一旦被选定，就假定该物体是静止的。

3、不能以被研究物体本身作为参照物，任何物体以自己为参照物永

远是静止的。

三、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

运动和静止都是 ，要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情况，必

须先选定 ，否则就无法判断。参照物的选取不同，物体的

运动状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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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怎样比较运动的快慢

一、比较运动快慢的方法

1.相同的 比

2.相同的 比

二、速度

1.定义：

物理学中，把物体通过的 与通过这段路程所用的 的

比，叫做 。

2.速度：表示物体 的物理量。

3.速度公式：

公式变形：

比值定义法：利用两个物理量的比值，可以定义一个新的物理量，这

种方法叫比值定义法。

4.单位：

国际单位：

常见单位：

1m/s= km/h， 1 km/h= m/s

5.速度的物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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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s 表示的物理意义：

三、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

1.匀速直线运动：物理学中把 的直线运动叫做匀速直

线运动。

2.变速直线运动：物理学中把 的直线运动叫做变速直线

运动。

3.匀速直线运动的特点：（1） 、（2）

4.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1） 、（2）

5. 变速直线运动的平均速度：

6.实验：测量小车的平均速度

（1）实验原理：

（2）实验器材：小车、 、 、斜面、金属挡板、

长方体木块

（3）实验装置：

思考：如何使小车在斜

面上运动的时间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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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探究物体不受力时怎样运动

一、运动和力的关系

1.亚里士多德： 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二、探究运动和力的关系

1.实验方法： 、

2.控制相同的量有：

（1）小车从 滑下

（2）同一小车

（3）同一斜面

（4）使小车从斜面顶端自由滑下

目的：使小车到水平面具有相同的

3.实验器材：

斜面、 不同的水平面、小车、 等。

4.实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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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平面越光滑，这说明小车受到的摩擦力越 ，速度减小得

越 。小车运动的距离越 。如果运动的物体不受力它将

。

6. 牛顿第一定律：

一切物体在 时， 总保持 状

态或 状态。

注：牛顿第一定律不是通过实验直接得出的，而是在大量实验

的基础上用推理的方法概括出来的，不能用实验直接证明。

牛顿的观点：物体的运动并不需要力来维持，力不是 物体运

动的原因，力是 物体运动的原因

三、惯性

1.概念：物体保持 或 运动状态的性质叫做惯

性。

2.一切物体：指固体、液体、气体。“保持”指始终具有的意思。

3.惯性的理解：

（1）惯性是物体的固有属性。不论物体处于什么状态，都具有惯性。

惯性的大小与物体的运动状态无关,与受力与否无关。

（2）惯性有大小， 是惯性大小的唯一量度。质量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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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越 ，意味着物体运动状态相对难于改变。惯性代表了物体

运动状态改变的难易程度。

4.惯性现象解释三部曲

（1）物体原来……状态

（2）突然……

（3）由于物体具有惯性，保持……的状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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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探究物体受力时怎样运动

一、力的平衡

1．物体在受到几个力的作用时，如果保持 或 运

动状态，我们就说这几个力 。

2． 状态和 运动状态又叫平衡状态。

二、实验探究二力平衡的条件

1.实验方法：控制变量法

2.器材选择：

（1）选用小车而不是木块：目的是：

3.结论：

二力平衡条件：

作用在 物体上的两个力，如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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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 上，这两个力就彼此平衡。

简记： 、 、 、 。

三、物体受非平衡力时的运动状态

物体受非平衡力作用时，其运动状态是变化的：

静→动；动→静；慢→快；快→慢；改变方向做曲线运动

小结：

四、一对平衡力和相互作用的力的比较

平衡力 相互作用力

相同点
大小

方向

不同点

作用点

效果

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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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神奇的压强

8.1 认识压强

一、从压力（F）

1.压力

压力是由于相互接触的两个物体互相挤压而产生的，压力的产生可能

是因为施压物体的重力作用，也可能是外力的作用。

2.压力三要素

（1）作用点：在受力物体的

（2）方向：可以向任何方向，并不一定竖直向下，但始终 受

压物体并指向受力物体。

（3）大小：

只有自由放在水平面上的静止的物体，压力大小等于重力大小。

3.压力与重力的比较

压力 重力

力的方向

施力物体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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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力与支持力

与 常常是一对 ，

与 是一对 。

二、压力的作用效果

使受压物体发生 ，形变程度不同=压力的作用效果不同

受力面积：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的接触面积

三、实验：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

1.提出问题：压力的作用效果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

2.猜想：

（1）压力的作用效果可能跟______ ___ 有关；

（2）压力的作用效果可能跟_______ ___ ___ 有关；

3.实验器材

选用海绵的原因：易发生__ ___，便于观察实验现象

海绵的替代品：沙子，橡皮泥

通过海绵的形变程度来反映压力的作用效果：该方法为___ ____

4.实验方法：_______ ___ 、___ ____ ___

（1）研究压力作用效果与压力大小关系时，要控制__ ____ _不变

（2）研究压力作用效果与受力面积大小关系，要控制 不变

5.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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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验结论

（1）______ ___ 相同时，______ __越____，压力的作用效果

越______ __；压力越____，压力的作用效果越____。

（2）______ __相同时，受力面积越____，压力的作用效果越____；

受力面积越____，压力的作用效果越___ _。

四、压强

1.概念：

在物理学中，物体所受的___ 的大小与___ 之比叫做压强。

压强反映了___ 。

2.公式：__

3.单位：_

五、增大和减小压强方法

1．增大压强的方法是：_

2．减小压强的方法是：_



25

8.2 研究液体的压强

一、帕斯卡裂桶实验

说明：_ 有压强

二、液体压强产生的原因

（1）液体对容器的底部有压强：液体受_ 作用

（2）液体对容器的侧壁有压强：液体具有_ 性

三、探究液体内部压强的特点

1.压强计：测量液体内部压强的仪器

2.压强计的工作原理：当探头上的橡皮膜受到压强时，U 形管两边液

面出现_ ，两边的高度差表示压强的大小，压强越 ，

液面的高度差越 。

3.深度：该点到自由液面的_ 距离。

4.猜想：液体内部压强与 和 有关

5.实验方法：

（1）控制液体密度相同，改变

（2）控制深度相同，改变

6.实验结论

（1） 相同时，液体内部压强，随 的增加

而 。

（2） 相同，密度不同的液体的压强不同； 越大，

液体的压强越 。

（3）液体内部 都有压强 。

（4）液体内同一深度处各个方向的压强 。

四、液体压强的计算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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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压强 固体压强

产生原因

影响因素

计算公式

五、液体压强的应用

1．连通器

上端开口，底部连通，这样装置称之为连通器。

2.连通器的原理：

同种液体在容器内同一位置任意方向上的压强大小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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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大气压强与人类生活

一、大气压存在的实验：

二、大气压强

１.大气压强：

由大气产生的压强叫做大气压强，简称大气压。

２.产生的原因:

3．方向：跟液体压强一样， 都有

三、测量大气压大小的实验：

1.大气压的大小：

2.讨论：

（1）如果玻璃管倾斜,会影响结果吗?为什么? 水银柱长度

怎么变?

（2）改用粗一些或细一些的玻璃管,会影响结果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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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漏进去一些空气,会影响结果吗?为什么?

(4)如果外界大气压强变了,水银柱的高度是否变化?为什么?

(5)在槽内加水银,水银柱的高度是否变化?为什么?

3.总结

（1）等效替代法：

P 大气＝ P 水银＝ ρ水银g h 水银

（2）大小：

P 大气＝___ __mm 水银柱≈_______ __Pa ＝1 atm

（3）水银柱竖直高度 h：

只跟_____ ________有关；与管的粗细、插入的深浅、是否倾斜、

槽内水银的多少…都__ ____！

（4）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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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上方进入少许空气－－测量值______

②测量时管斜－－测量值_____

③管顶坏孔－－液柱_____

4.用水代替水银

假如用水来做托里拆利实验，管内上方为真空，大气压可支持约

_________米高的水柱。

四、大气压与人类生活

1. 大气压随高度的变化

大气压随着海拔高度_________而___________

2. 大气压随湿度的变化而变化

晴天的大气压比阴天高，冬天的大气压比夏天高

3．沸点与气压的关系

沸点随着气压的__ ___而__ ___

五、大气压的应用

真空吸盘利用大气压来工作。

抽水机抽水，靠大气压。

吸管吸饮料，靠大气压。

医生用针筒抽取药液，靠大气压。

自来水笔吸墨水，靠大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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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浮力与升力

9.1 认识浮力

一、浮力

1.定义：

浸在任何液体中的物体都会受到液体 的 ，这个

托力叫做浮力。用 F 浮表示。

2.浮力的方向：

3.浮力大小的计算

（1）称重法：

其中： F 浮 指物体受到的浮力。

G 指物体重，也就是物体在空气中的称重

F 指物体浸在液体中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二、浮力是怎样产生的

1.浮力是由于液体对物体向 和向 的压力 产生

的。

2.浮力大小的计算：

（2）压差法：

三、探究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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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方法：

2.结论：

（1）浮力大小与物体浸没水中后的 无关。

（2）在同一液体中，物体浸在液体中的的 越大，浮

力 。

（3）物体排开液体体积一定时，液体 越大，浮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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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阿基米德原理

一、探究：浮力大小与被排开液体的重力的关系

1.实验设计

（1）如何测量浮力大小？

（2）如何收集被排开的液体？

（3）如何测量排开液体所受重力？

2．实验器材

物块、弹簧测力计、小杯、溢水杯、水

3.实验步骤：

（1）测出物体的重力 G，测出小杯的重力 G 杯

（2）溢水杯装满水后，将小杯放在溢水口下，将物块慢慢浸没，记

下此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F’

（3）测接水后杯子与水总重 G’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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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与论证：F 浮=G 排

5.结论：

的大小等于被物体 的液体的

二、阿基米德原理

1．内容

浸入液体里的物体受到 的 ，浮力的大小等

于被物体 的液体的 。

2．数学表达式：

3．导出式：

表明浮力大小只和 ρ液 、V 排有关，

浮力大小与物体的形状、密度，浸没在液体中的深度及物体在液

体中是否运动等因素无关。

ρ液：指的是液体的密度而不是物体的密度

V 排： 物体完全浸没时，V 排=V 物

物体部分浸入时，V 排=V 浸﹤V 物

4．适用范围：液体和气体

F 浮=G 排=m 排g= ρ空气 V 排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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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研究物体的浮沉条件

一、物体的浮沉条件

1.归纳总结

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其浮或沉取决于它所受到的 和 的

大小。

2.物体的浮沉条件

①当 时，物体 ；

②当 时，物体 ；

③当 时，物体处于 或者 的状态。

因为物体处于悬浮或者漂浮的状态时，F 浮=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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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得到测浮力大小的另一种方法——平衡法：

3.归纳总结：计算浮力大小的方法:

①称重法：F 浮=

②压力差法：F 浮=

③阿基米德原理公式法：F 浮=

④二力平衡法： F 浮=

二、物体的浮沉条件

①

②

③

注意：ρ物是物体的密度（平均密度），而不是构成该物体的物质的密

度。

三、浮沉条件的应用

1．潜水艇

（1）工作原理：潜水艇的上浮、下潜和悬浮，靠改变 来

实现的。

（2）潜水艇自重的改变取决于水舱内充水或放水的多少。

2．气象探测气球

气象探测气球通过改变 来改变浮力的大小，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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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的上升和下降。

3．热气球

喷嘴点火加热,袋内空气受热膨胀,使得气球内的空气密度减小，当浮

力大于重力时,气球上升。

4．飞艇

利用氦气、氢气密度比空气密度的小，通过改变 来改

变浮力的大小，从而实现飞艇的上升和下降。

5．利用浮筒打捞沉船

现代打捞沉船的方法是:将几个充满水的大型浮筒沉入水底,用钢缆

把浮筒与沉船紧紧地拴在一起,然后用高压空气把浮筒中水排出,从

而改变 ，沉船就随着浮筒一起浮出水面。

6．密度计

（1）刻度特点：

（2）原理：在各种液体中总是漂浮， 。

7．盐水选种

原理：ρ物< ρ液，物体上浮；

ρ物> ρ液，物体下沉。

8．轮船

原理：采用 的方法增大了排开液体的体积，从而增大浮力。



37

9.4 神奇的升力

一、流体

具有 的物体叫流体，如：水、空气。

二、气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1. 气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流速 的地方，压强 。流速 的地方，压强 。

2. 应用

（1）农村炉灶里的烟为什么会顺着烟囱排到屋外？

风吹过烟囱顶端，使那儿空气的流速 ，压强 ，所以烟就

顺着烟囱排到屋外 。

（2）火车站台为什么要设置安全线？

当列车进站时，人与列车间空气流速 ，压强 ；而人的后背

侧流动 ，压强 ，从而产生 ，在压力差的作用下，

人会不自由地向前运动，非常危险。

三、液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液体流速 的地方,压强 。

液体流速 的地方,压强 。

四、飞机的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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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机翼上凸下平原因：机翼上方流速 ，压强 ；机翼下方

流速 ，压强 ；从而产生了一个 的 ，使飞机

获得了向上的升力。

五、升力与浮力的异同：

相同处：都是向上的压力差；

不同处：浮力是由静止的液体和气体产生的；而升力由流动的液体和

气体产生的，也可是由相互作用力产生（火箭和直升机）。

浮力与升力完全是两回事，两者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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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从粒子到宇宙

10.1 认识分子

一、什么是分子

1.分子是保持物质 不变的最小粒子。

2.物体都是由 组成。

3.分子的大小

大多数分子直径的数量级为 10-10m(0.1nm)

4.油膜法粗测分子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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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分子动理论

一、分子动理论

1.扩散现象：

不同的物质互相接触时，发生彼此进入对方（相互渗透）的现象叫

做 。

2.扩散现象说明：

3.温度对分子运动的影响

温度 ，分子的无规则运动越 。

大量分子的无规则运动，物理学上称为分子热运动。

4.分子间存在着 。

5.分子间的作用力

（1）分子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

（2）分子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

（3）物体的分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分子间的引力和斥力是

的。

6.分子动理论的初步知识

（1）物质是由大量 组成的

（2）分子间是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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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子在不停息地做

（4）分子间存在

二、固、液、气 三态中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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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解剖原子

一、原子

比分子更小的微粒叫原子。 分子是由 组成的。

二、原子的结构

1. 枣糕模型

汤姆生认为,原子像一个实心球体，电子镶嵌在其中，犹如糕中的枣

儿，因此被称为“枣糕模型”。

2. 卢瑟福的原子核式结构模型

1911 年，卢瑟福通过α粒子散射实验，发现大部分粒子不受任何阻

挡的穿过,说明原子内部很大部分是空的，根据此现象提出原子核式

结构模型。

三、微观世界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