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块一 固体压强

一．力学基础

1．力的定义：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2．力的特点：（1）普遍性 （2）物体性 （3）相互性

3．力的作用效果：（1）力可以使物体发生形变 （2）力可以改变物体

的运动状态

4．力的三要素：（1）大小 （2）方向 （3）作用点

5．力的大小：力的国际单位是牛顿，简称牛符号 N．课本中指出人手托住两

个鸡蛋的力相当于 1N

6．力的表示方法：力的图示、力的示意图

7．力的测量：能够测量力的大小的工具叫做测力计，常见的有握力记，弹

簧测力计等等，一般是根据力的大小和形变量的关系制造的。

二．常见的力

1．重力

（1）重力的大小

重力的大小与质量的大小成正比，重力与质量的比值大约是 9.8N/kg，用 g

表示这个比值，则重力的大小可以写成G mg ，在要求不很精确的情况下，

g可取10N/kg．

（2）重力的方向

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利用这一性质，建筑工人常用悬挂重物的方法来检

查墙壁是否竖直．

（3）重力的作用点

重力的作用点是重心，规则的物体的重心在物体的几何中心．例如圆形物

体的重心就在圆心处．在作重力的图示时，力的作用点应画在物体的重心上．

2．摩擦力

（1）摩擦力的定义：

两个相互接触的物体，当它们发生或将要发生相对运动时，在接触面上会

产生阻碍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的力，这种力叫做摩擦力．

（2）摩擦力的分类

摩擦力可分为滑动摩擦力和静摩擦力．滑动摩擦力：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

体表面上相对滑动时所受到的阻碍物体相对运动的力．

静摩擦力：两个相对静止的物体之间有相对运动趋势时,物体受到的摩擦力

叫做静摩擦力．滚动摩擦也是静摩擦。

（3）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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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滑动摩擦力的大小跟压力的大小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

压力相同时，接触面越粗糙，摩擦力越大（图甲丙）；

接触面相同时，压力越大，摩擦力越大（图甲乙）．

增大有益摩擦和减小有害摩擦的方法：

增大方法：增大压力、增加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变滚动为滑动

减小方法：减小压力、加润滑油、减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变滑动为滚动

3．弹力

（1）定义：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产生的力称之为弹力

（2）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使用前：

A．量程，也就是弹簧测力计的测量范围．

B．看清零刻线，观察未加力时指针是否指零，如果不指零，要重新校

正零点．

C．看清分度值，看每小格表示多少牛的力．

D．使用前来回拉动挂钩几次，检查指针和外壳是否有摩擦，如果有要

设法排除．

②使用时：

A．被测量的力不能超过弹簧测力计的量程．

B．力的方向要和弹簧测力计的轴线在一条直线上．

C．读数时，视线应与刻度面板垂直．

三、力的合成

同一直线二力合成：

若两个力方向相同，合力为 1 2F F F 

若两个力方向相反，合力为 1 2F F F 

注：二力合成时, 合力方向总与较大的力的方向相同．

模块二 牛顿定律

一、惯性

1．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性质，这种性质叫

惯性．“一切物体”指固体、液体、气体．“保持”指始终具有的意思．

2．惯性是物体的固有属性，它与物体是否受力，是否运动，运动如何改变

都无关．



3．惯性的大小只与物体的质量有关，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唯一量度．质

量大的物体惯性也大．惯性与物体的速度、受力大小都无关．

4．惯性和力是两个实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惯性是

物体本身一种固有性质，它与外界因素无关．把物体惯性的表现，说成是

物体受到“惯性力”，或“物体受到惯性的作用”都是不对的．

5．惯性与惯性定律的区别：惯性是概念，惯性定律（牛顿第一定律）是规

律；惯性是物体的固有属性，惯性定律（牛顿第一定律）体现的是物体在

没受外力的作用时，物体的运动状态应是什么．

二、牛顿第一定律

1．概念：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或静止状态（原来静止的物体在不受力时将保持静止，原来运动的物体在

不受力的作用时，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这叫牛顿第一定律，也称

为惯性定律．

2．自然界中不受力的物体是不存在的，如果物体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状

态，实际上是物体所受力的合力为零．

3．牛顿第一定律所反映的问题：①当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时，可以保持匀速

直线运动状态．可见，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即：运动不需要力维

持．②力和运动的关系，当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它的运动状态会发生变

化，因此，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③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匀速直

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这种性质叫惯性．即：一切物体都具有惯

性．

4．牛顿第一定律不是实验定律，是在大量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推理概括出来

的，因为在世界上不受外力的物体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通过实验直接

得出这一规律，由于这一规律所推出的结论都能跟实验事实很好地符合，

从而证明了牛顿第一定律的正确性．

三、力的相互作用定律

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同时在同一条直线上,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

四、二力平衡



物体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我们就称物体处于平衡状态．处

于平衡状态的物体所受的力叫做平衡力．如果物体只受两个力而处于平衡

状态，这种情况叫做二力平衡．

二力平衡的条件是：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且作用在同一直线上，即合力为零．

五、平衡力与相互作用力的区别：
（1）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产生、同时消失的，而一对平衡力却不

具有这样的特点．
（2）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定是性质相同的两个力．如作用力是弹力，

反作用力一定也是弹力；作用力是摩擦力，反作用力一定也是摩擦力等等．而
二力平衡的性质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比如天花板下用轻绳吊着一个重球，
重球受向上的力是拉力即弹力，而向下的力是重力，是一种场力，这一对平
衡力显然是不同性质的力．
（3）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分别作用在两个物体上的一对力，而一对平

衡力却是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两个力．

模块三 受力分析

受力分析是研究力学问题的基本功
常用的受力分析方法是隔离法，即把研究对象与它周围的物体隔离开来，
分析周围哪些物体对它施加力的作用，是什么性质的力，力的大小和方向
如何，并把它们一一画在受力图上．若物体处于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
态，则物体处于受力平衡状态。在作受力分析时应当注意：

1．力是离不开物体而单独存在的．
2．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施力物体不仅施力，同时也受力；受力物体不仅受
力，同时也施力，施力和受力是作用在两个不同物体上．

3．受力图应当有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三者缺一不可

可以利用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力等大反向的特点把不同物体所受的力联系

起来。

【练习 1】 关于力的下述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所以力总是成对出现的
B．由有一定距离的磁铁间有相互作用力可知，力可以离开物体

而独立存在
C．有受力物体就一定有施力物体

精品试题回顾



D．力的大小可以用天平测量

【练习 2】 物 A重 5N，物 B重 10N，现用对 A施加一水平推力 F=100N，将 A、

B压在竖直墙壁上静止，如图所示，则 B的左表面所受的静

摩擦力大小和方向为（ ）

A．5N、竖直向上 B．5N、竖直向下
C．10N、竖直向上 D．10N、竖直向下

【练习 3】 （2013•吉林）洗完手后若没有毛巾，人们通常会快速甩动手来减
少手上的水．请你用学过的力学知识解释其中的道理

【练习 4】 （2015•武进区校级模拟）（1）在水平面上有一质量为 1kg 的长方
体．用 4N 的水平拉力向右拉，长方体静止不动，此时它所受的摩

擦力为 N；拉力增大至 6N 时长方体做匀速直线运动；若拉

力增大至 8N 时长方体所受的摩擦力为 N．

（2）冰冰用手握着一个重为 10N 的水杯静止在空中，杯口竖直向
上，手的握力为 20N，则水杯受到的摩擦力为 N；若使
手的握力增大到 30N，则水杯受到的摩擦力为 N．

【练习 5】 （2015•龙岩）在探究二力平衡条件的实验中：
（1）图 1 所示，水平放置的实验装置中，将系于小车两端的线挂
上钩码，分别跨过两定滑轮，使作用在小车上的两个拉力方向相反，
并通过调整 来改变拉力的大小．当小车平衡时，将小车水平
转过一个角度，松手后小车不能保持平衡，这样的操作是为了探究
相互平衡的二力是否 ．
（2）图 2所示，A、B小车内装有电磁铁，电磁铁的通、断电可遥
控实现，当通电时，A、B小车吸合成一体．为了探究二力平衡时，
二力是否作用在同一物体上，在图中所示情况下，下一步的操作
是 ．
（3）本实验用带轮的小车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滚动摩檫比滑动摩
擦 ．

【解析】1.解：A、力是物体对物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就说明了一个物体对另一个
物体产生作用的同时，另一个物体也对这个物体产生作用，所以力总是
成对出现的，故 A正确；
B、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它反映了任何一个力必定和两个物体发生联
系，力不能脱离物体而单独存在．磁极间虽然不接触，但它们是通过磁
场而发生相互作用的，如果没有磁极，没有磁场，就不会产生磁力，故

【详解】



B 错误；
C、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产生力的两个物体，互为施力物体，互为受
力物体，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总是同时存在的，单独一个物体不能产生
力的作用，故 C正确；
D、测量力的大小的工具是测力计，故 D错误．
故选 A、C．

【解析】2.解：A在竖直方向上受重力、摩擦力而处于静止状态，故 A所受摩擦
力应等于重力，即 Ff=GA=5N，A所受摩擦力方向向上； 因 A对 B的作
用力与 B对 A的作用力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故 B所受摩擦力为 5N，
方向相下；
故选 B

【解析】3.①手上的水变干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惯性．当手甩动时，手停止运动，
而水珠由于惯性仍然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继续运动，就会离开人手；
②原因之二是由于蒸发．当手甩动时，加快了手表面的空气流动速度，

加快水的蒸发
【解析】4.解：（1）用 4N的水平拉力向右拉，长方体静止不动，所以物体所受的

拉力与摩擦力相互平衡，大小相等都为 4N；拉力增大至 6N时长方体做
匀速直线运动，所以物体仍处于平衡状态，受拉力与滑动摩擦力相互平
衡，都为 6N；若拉力增大至 8N时，由于压力大小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不变，所以所受滑动摩擦力大小不变，仍为 6N．

【解析】5.解：（1）实验中通过调整钩码的个数来改变拉力的大小．
当小车平衡时，将小车水平转过一个角度，这样两个力不在同一直线上，

这样的操作是为了探究相互平衡的二力是否在同一直线上；

（2）探究二力平衡时，二力是否作用在同一物体上，可通过遥控断开电
源，使电磁铁失去磁性，这样两个小车便会成为两个物体；

（3）滚动摩擦远小于滑动摩擦力，实验中用小车代替木块，可减小摩擦
力对实验的影响．

故答案为：（1）钩码的个数；作用在同一直线上；（2）遥控实现电磁铁
断电；（3）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