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力知识点整理

第一节 力

1、力的概念： 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力可以用符号F表示。

2、力产生的条件： ＠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物体间必须有相互作用

3、力的分类1

＠按是否接触分类： 接触力（弹力、 席擦力等）和非接触力（正力、 磁铁的吸引力）。

©按性质分类： 重力、 弹力、 庥擦力等。

4、力的单位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生堑， 简称生， 单位符号用旦表示。 （所有力的单

位都是生堡）

5、力的作用效果：

(I)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2) 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改变物体的形状也叫做形变。 ）

说明： ＠速度大小和运动方向任意一个改变都是运动状态改变。

＠运动状态不变的运动有两种：傥止或匀速直线运动。

6、力的三要素：力的大小、友问、住甩点。

7、力的示意图：在物理学中通常用 一根豐筐头的组段表示力的大小、 方向、 作用点。

8．力的作图要求

(l) 基础要求：尺规作图， 表示力的线段甩实丝， 辅助线、 延长线等用虚线；

(2) 作用点要求：

＠ 描出作用点， 一个力以上作用在同 一个物体时， 作用点全部画在重心。

＠ 一个力时， 作用点画在物体的实际作用点或者重心都行。

(3) 方向要求：



＠ 箭头要求：在末端用箭头表示方向：

＠ 角度要求： 没有给出角度不用标， 有角度的要标出角度。

(4) 大小要求：

＠ 符号要求：标出力的符号， 若给出多少力， 则要再写上簦昼、数值和簦位。

＠ 长度要求： 一个力或者没有给出力的大小时长度无要求，多个力作用在同 一个图时，

越长的代表力越大。

9．力的示意图作图步骤

(I)通过读题， 按盟且、进且、座接上、注上的顺序考虑， 确定题目要画的力有几个；

(2)画出住甩点， 一个力以上作用在同 一个物体时， 作用点全部画在重心；

(3)先选择一个力， 根据力的方向画出线段， 并在末端画箭头；

(4)拯簦登， 若给出力的大小， 则要再写上簦竺、壑值和整位， 然后画其他要求画的力。

10、 力的性质：

(I)物体间力的作用是担互的。

(2)两物体相互作用时，施力物体同时也是受力物体， 反之，受力物体同时也是施力物体。

11常见力的示意图和解析

(1) 常见的力

力的名称 重力

符号 G 

作用点 重心

方向 竖直向下

(2) 常见的力的示意图，

支持力、压力、拉力 摩擦力 浮力

F F 序 F 浮

重心或接触面或连接点 重心或接触面 重心

垂直千接触面或沿养绳子 沿养接触面 竖直向上



(3)上述力的解析t （上图中有些重力没有画出来）

＠ 重力G的方向竖直向下， 即与纸张的右侧边界平行向下， 作用点画在重心：

＠ 支持力门的方向垂直斜面， 并远离斜面的方向， 作用点画在重心。

＠ 拉力F校的方向沿着绳子， 作用点画在重心或者绳子与物体连接的位置。

＠ 压力F压的方向垂直接触面，只能画在接触面或者被压物体的重心（有别与其他力，

因为这个力属千被压的物体， 对物体受力分析时， 一般不画这个力，注意审题）。

＠ 摩擦力F摩的方向沿着接触面方向， 即与接触面平行， 并阻碍物体的向下运动， 因

此沿接触面向上（要求斜面不光滑）， 作用点画在重心。

© 浮力F停的方向竖直向上， 即与纸张的右侧边界平行向上， 画在重心；

第二节 弹力

1、弹性：物体受力发生形变， 失去力又恢复到原来的形状的性质叫弹性 。

2、 塑性：物体受力发生形变， 失去力时不能恢复原来形状的性质叫塑性。

3、弹力：物体由千发生弹性形变而受到的力叫弹力。

4、弹力的产生条件：接鲍、发生弹性形变。

5、弹力的影响因素1 弹力的大小与弹性形变的大小有关 。 在弹性限度内， 弹簧受到的拉力

搂大， 弹簧的伸长量就越长。

拓展：在弹性限度内， 弹簧的使给量与所受的壅九成正比。

6、常见的弹力：压力和支控九（如桌面对书本的支持力和书本对桌面的压力）、拉力（如

橡皮筋、弹簧等）、 推力等。



7、 弹簧测力计

(I)用途1 测噩力的大小。

(2)构造： 弹簧、指针、 刻度盘、 吊环、 挂钩等。

(3)原理在弹性限度内， 弹簧受到的拉力越大， 弹簧的伸长量就越长。

(4)使用前，

＠ 估测所测力的大小， 选择合适重程和分度值的弹簧测力计。

＠ 观蔡量捏、分度值（便千读数）。

＠ 观察指针是否指在零刻度线处（遇雯）。

＠ 轻轻来回拉动挂钩几次，防止弹簧卡壳。

(S) 使用中，

＠ 剌力时， 要使弹簧中心的轴线方向跟所剌力的方向一致，使指针和外壳无账擦，弹

簧不要靠在刻度板上。

＠ 读数时， 弹簧利力计应处千豐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视线要与刻度板面垂直。

(5)注意事项，

＠ 调零，拉动刻度盘使指针指向零刻度线；在那个方向上测力，就在那个方向上调零。

＠ 左右用同样的力拉弹簧刹力计时， 读数为其中一边的力， 如图所示， 读数为5N。

5N 丽

＠ 错误的测力方法：倒过来测， 此时的示数是重物和弹簧测力计外壳的总重力。

第三节 重力

1万有引力，宇宙间任何两个物体都存在互相吸引的力， 这就是万有引力。

2．重力 1 地面附近的物体，由千地球的翌且而受的力叫重力；重力的符号是G，单位是牛顿，



简称牛 ， 单位的符号是N;

3重力区别千其他力的基本特征是

(1)地面附近的一切物体， 无论固体、 液体、 气体都受地球的吸引 。

(2)重力的施力物体是地塾 ， 受力物体是物体 。

(3)重力特指地球对物体的吸引 ， 由万有引力产生 ， 但与万有引力并不完全相同。

4．重力的大小： 通常把重力的大小叫重重。

(I) 重力大小的计算公式：G=mg 其中 g=9.8N/kg, 粗略计算的时候 g=ION/kg

(2) 表示．质量为 1kg 的物体所受的重力为9.8N。

5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

(I)竖直向下．与水平面垂直，井且向下的方向。 对试卷而言 ， 也是指平行纸面的左右边

旯，井向下的方向。

(2)瓜力的方向的应用：重垂终是根据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的原理制成。

(3)水平方向·水平面所在的方向 ， 对试卷而言， 也是指平行纸面上下边界的方向。

6重力的作用点

(1) 重心：重力在物体上的作用点叫做重心。

(2)重心的位置不一定总在物体上 ， 如圆环的重心在圆心， 空心球的重心在球心。

(3)质地均匀外形规则物体的重心 ， 在它的几何中心上。 如球的谊心在球心。 方形簿木板

的重心在两条对角线的交点。

7. 重心的应用 I 接触面在物体的重力所在直线上时， 物体稳定， 不倾斜。

8.稳度

(I)稳度： 物体的稳定程度 ， 稳度越大 ， 物体就越不容易倾倒。



(2) 提高稳度的方法· 一是增大支持面的面积， 二是降低重心。



第八章 运动和力知识点整理

第
一节 牛顿第

一定律

1、 对力和运动的认识发展历程：

亚里士多德1 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

伽利略：物体不受力， 将一直运动下去；

笛卡尔：物体不受力， 将作匀速直线运动。

牛顿＄ 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牛顿第一定

律）

2、“力与运动关系的探究实验” :

将同一辆小车分别从相同的高度处由匣止开始沿斜面滑下，小车在三种不同的水平面运动一

段距离后， 分别停在如图所示的位置

颅
厦
陵

(I) 让小车从斜面的同一高度且静止滑下， 目的是使小车开始沿平面运动时速度相同；

(2) 小车在三个水平面上运动时， 水平而梦光澄， 小车运动的距离搂远， 由此推断， 当小

车受到阻力为零， 速度将不会减小， 物体将以恒定不变的速度运动下去。

(3) 此实验正确地揭示了：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而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4) 实验方法：科学推理法

3、 牛顿第一定律： 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 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适用对象： 一切物体；

＠适用条件：不受任何力的作用。 （理想情况， 也可适用千物体所受的合力为 O)

＠重要意义：揭示了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而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即物体

的运动不需要力来维持。



＠牛顿第一定律不是直接由实验得出的， 而是在实验的基础上推理出来的。

＠特殊地， 物体运动方向准备变成反向时， 此时物体的速度为0 ni/s，若此时不受一切外力，

则物体会一直保待静止。例如：物体在竖直方向上运动到堡座点时， 速度为雯， 若此时不受
一切外力， 则物体会一宜保持静止。

＠牛顿第一定律又叫惯性定律

4、 惯性：物体具有保持原有状态不变的性质。

(J)
一切物体都有惯性；惯性的大小只与物体的质量有关， 与物体其他因素无关。

(2) 惯性是一种性屈丕是力； （只能选具有惯性”、”由千惯性”
， 不能出现 “ 惯性力 ” 、

“惯性作用 ” 、 “受到惯性 ” 等说法）

(3) 惯性的利用与防范。利用：跳远助跑、社筐等：防范：宝全壺等。

5、惯性和惯性定律的区别：惯性定律是描述物体运动规律的 ， 而惯性是物体本身的一种唇

性。惯性定律是有条件的 ， 而惯性是任何物体都具有的 ， 即惯性是无条件的。

6、 力和惯性的区别： 力不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 ， 力也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 维控

物体运动状态不变的是惯性， 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7、 前后或左右运动的物体突然变速， 物体的倾倒情况或者在车上位置变化情况。

(1)前后倾倒

©往前倾倒＄突然减速（向右运动突然减速和向左运动突然减速都是往运动的前方倾倒）

＠往后倾倒：突然加速（向左运动突然加速和向右运动突然加速都是往运动的后方倾倒）。

(2) 左右倾倒

©突然往右倾斜：向右运动突然减速或向左运动突然加速

＠突然往左倾斜：向右运动突然加速或向左运动突然减速

注意事项加速时 ， 可以是从零开始加速， 也可以有一定速度后加速。

第二节 二力平衡

1、平衡状态指物体处千1 匣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2、探究二力平衡的条件

(l) 实验方法 1 控制变量法

(2)探究是否需要在同 一直线 ， 扭转小车后松手。 现象：旋转后恢复原状 。 结论：两个力

必须在同一直线上 ， 物体才能平衡。

(3) 探究是否需要在同一物体，剪开卡片分成两份。现象．两边都不能保持平衡。结论：两

个力必须在同一物体上，物体才能平衡。

(4) 改良实验：减少摩擦力的对实验的影响 。 用的实验器材有木块、小车、小卡片 ， 从左到

右摩擦力对实验的影响越小。

2、二力平衡的特点：簦大、反匣、共组、匣佐

3、平衡力与相互作用力的关系1

相同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在同 一直线上 。 （簦大，反向 ， 芸组）

不同点： ＠受力物体不同：平衡力是同一物体受力 ， 而相互作用力为互为受力物体。 （平

衡力匣性 ， 相互作用力异性）

＠相互作用力总是同时产生 ， 同时消失，并且力的性质相同

©平衡力可以求合力（合力为O)，而相互作用力不能求合力 。

4、同一直线上的合力

(l)当一 个物体受几个力的共同作用效果与受一 个力的作用效果相同时，就说这个力是这

几个力的合力。

(2)同一直线上的合力计算规则：匣问加，反向撼。

5、关系图：

静I卜或者匀速盂二勹二尸
I互推

受平衡力
等大、反向、共线、同体（二力平衡）



第三节 摩擦力

I、摩擦力定义：两个相互接触的物体， 当它们发生相对滑动或者有相对滑动的趋势时， 在

接触面上会产生一种阻碍相对运动或者相对运动趋势的力。

注： （ I) 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是指以接触的那个物体为参照物时的运动情况。

(2)相对运动趋势是指若无摩擦力 ， 则物体会发生相对运动， 有摩擦力会保持静止 。

2、产生摩擦力的条件：宜壅力（接触、挤压）、相对运动或者相对运动趋势、接触面粗糙。

3、摩擦力的分类：＠静摩擦力；＠滑动摩擦；＠滚动摩擦

4、静摩擦力的大小：

(l)静摩擦力和匀速滑动时眻擦力的计算： 利用二力平衡条件求解：f=F

注： （ I) 静摩擦力随外力的增大而增大。 (2) 只能通过二力平衡求静摩擦力。

5、滑动摩擦力的影响因素：压力大小、接触面粗糙程度

(1)求解滑动摩擦力的方法：

＠匀速直线运动时，f糟＝F1t;@）压力大小和粗糙程度不变，f滑不变

6、几个辨析1

＠有眻擦力时一定有弹力， 但有弹力时不一定有摩擦力；

＠静止的物体受到的庥擦力不一定是静庥擦力，同理运动的物体受到的靡掠力也不一定是滑

动靡擦力。 区分静摩掠力和滑动靡擦力的关键是以产生摩擦力的物体为参照物，研究对象

是否发生了运动， 若发生了运动， 互相间产生的胀擦力是滑动胀擦力， 反之则是静摩擦力 。

＠滚动摩擦比滑动摩擦小得多。

7、增大摩擦的方法： （I)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2)增大压力

8、减小摩擦的方法： （l)减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2)减小压力

(3)用滚动代替滑动 (4)使两个互相接触的表面隔开 。



9、 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因素”

实验方法1 控制变量法

猜想影响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因素可能有：＠接触面所受的压力大小；＠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接触面的大小＠物体的速度。

(J) 实验中用弹簧测力计水平匀速拉动木块在长木板上滑动， 这样做是为了利用二力平衡

的原理得出拉力等千席擦力， 从而测出木块所受库擦力的大小。

(2) 如果要探究猜想＠， 应该选择甲乙两幅图所示的实验步骤来操作。

结论：在粗糙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压力越大，滑动摩擦力越大。

(3) 如果要探究猜想＠， 应该选择乙丙两幅图所示的实验步骤来操作。

结论：在压力相同的情况下，接触面越粗糙，滑动摩擦力越大。

(4)要探究滑动席擦力与接触面积大小的关系， 一定要控制压力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

结论：在压力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 滑动摩擦力与接触面的面积大小无关。

(5) 要探究滑动摩擦力与物体速度的关系， 一定要控制压力和接触面的粗糙程度相同。

结论：在压力和接触面的租糙程度相同， 滑动摩擦力与物体的速度大小无关。

(6) 改良实验 1 如图所示

F

优点：木块处千静止状态，便于读数。 不需要匀速拉动长木板， 便千进行实验。





第九章 压强知识点整理

第一节 压强

l、 压力：垂直压在物体表面上的力。

说明： ＠在水平桌面上的物体， 对水平面的压力大小等千物体的重力大小。

＠压力的作用点：在被压物体的表面上， 压力属于被压物体， 一般画在接触面。

＠压力的方向：垂直干接触面且从接触面指向被压物体

＠压力不是重力，压力属于弹力，力的性质不同，压力的大小丕二定等千物体的重力大小。

2、 探究研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因素

(1)实验装置

产丁 L止l

IJI 乙 内

(2)实验方法：控制变量法、转换法

(3)实验探究： 压力的作用效果通过观察润棉的凹陷程度（或形变程度）。

(4)实验结论： 表述 1: 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压力和受力面积有关。

表述2:受力面积一定时，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压力一定时，受力面积越小，

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显。 （注意： 不能将压力作用效果写成压强）

(5) 实验用海绵， 而不用木板的原因：木板形变不易观察， 海绵形变容易观察。

3、压强： 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

F 
(I)压强公式： P飞， 变形式： F=pS

(2)符号含义及其单位：



物理量符号 物理量含义 物理量单位符号 面积单位换算

p 压强 Pa 面积换算关系图 ： m2<-102-.dm2
仁 I02-.cm2

F 压力 N 

s 受力面积 m 2 常见换算Jen产＝10•4,n气I dm.2= 10•2m2 

说明 ： ＠使用压强公式及其变形式时，计算前要统一单位，只能用上述单位。

@p为小写 ， F和S为大写字母。

4、固体对固体压力的计算方法

(1)方法 11 当物体放在水巠噩上时， F,.=G �mg

(2)方法 2: 根据P=pS计算压力

5、 增大压强的方法：增大压力、减小受力面积、 同时培大压力和减小受力面积。

减小压强的方法：减小压力、 增大受力面积、 同时减小压力和增大受力面积。

6、 压强的物理意义：是表示压力的作用效果的物理量， 大小等千单位面积上物体所受压

力大小。 例如100Pa的物理意义： lm2受力面积上所受压力大小为100N。

第二节 液体压强

I、 液体内部产生压强的原因：液体受重力且具有流动性。

2、探究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实验方法：控制变量法；等量替代法（次要方法）

测量工具：压强计

实验操作：通过观察U型管两侧液面的高度差反应压强大小

实验结论l:在液体内部的同一深度 ， 各个方向的压强都相等；

实验结论2: 液体压强与液体淫度有关， 在同一液体中， 液体的深度越深， 压强越大；

实验结论3: 液体压强与液休壺度有关， 在深度相同时， 液体的密度越大， 压强越大。



注意事项： ＠实验中U型管两侧液面高度差与U型管中液体多少无关， 与待利液体基淫度

处的压强有关。＠实验前， 组装好U型压强计后， 需检验气密性： 用手按压橡皮膜， 看U

型管两侧液面是否出现西度差。

3 、 液体压强公式：p=pgh 。

(1) 符号含义及其单位：

物理量符号 物理量含义 物理量单位符号 单位换算

p 压强 Pa 

p 密度 kg/,n3 常见换算lglcm3= 10坎gm3

h 深度 m 常见换算lcm=JO加

g 重力与质量的比值 Nlkg 

(2) 说明： 液体的压强只与液体的密度和液体的深度有关，与液体的质盎 、 体积、 重力、

容器的底面积、 容器形状均无关 。 h为深度， 不是窝虔。

例题： 如图1， 在用p=pgh计算压强时， 在A 、 B、C点的深度加 ， 彻， he。

飞
－－－－－－

：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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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作 甲 乙 丙

（ 3) 甲图中厅<G水； 乙图中F,r-=G水； 丙图中F1t>G*（其中F／忒是液体对底部的压力）

解析： 压力表达式：F=pS=p >kghS;重力表达式G=mg=p液v 液g=phllgV液。 由于hS表示以面

积S作为底的柱状体积，p和g相问，比较hS和V液的大小即可得出结论。

4 、 液体产生的压力和压强， 先求压强卫， 再求压力上

(l)液体对容器底的压强p=pgh, 然后再算压力F=pS



(2)若形状规则的柱毙容器： 除了上述方法外， 还可以F 压＝G 壤＝m•g

F 
5 、固体产生的压力和压强，先求压力上， 再求压强且o 一般先算 F 压＝G.g.=m 总 g;再算 p= －

s 

6、 连通器： 上端开口 ， 下部连通的容器叫连通器。

7、 连通器原理： 连通器里装一种液体且液体丕渡动时， 各容器中的液面高度总是相同的。

(I) 应用：茶壶、锅炉水位计、下水管、乳牛自动喂水器、涵洞、船闸等。

(2) 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讳通器：三峡船闸

第三节 大气压强

1 ．大气压强的产生原因： 由千受到重力， 并且空气具有竟动性。

2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大气压存在， 并且大气压强很大

3大气压的应用：

(I)活塞式抽水机和离心式抽水机。

(2) 一切抽吸液体的过程都是由千大气压强的作用。

(3) 例子：瓶吞鸡蛋、覆杯实验、吸盘、喝饮料等．

4沸点与气压的关爰气压越大，液体沸点越高。

5．影响大气压的因素1 海拔、 天气、 季节。大气压随高度增加而减小。

6质量一定的气体， 温度不变时， 气体的体积趁小，压强越大。

7．大气压的测量�垦拆利实验。

(I)实验装置



(2)实验说明 1

＠实验前玻璃管里灌满水银的目的是： 使玻璃管倒置后， 水银上方为迟空；

＠本实验若把水银改成水， 则需要玻璃管的长度为旦立匹

＠将玻璃管稍上堡、王压、 怪斜、改变管的粗细， 管内外的高度差不变。 （即管内外水银

液面差不变）

＠标准大气压强为1.013X10SPa， 约为1X10 5Pa。 在标准大气压下做托县拆利实验， 水银商

度差为760mm或76cm。

(4) 托里拆利实验测量结果偏小的原因： ＠试管底部混有空气：＠当地大气压较小。

8自制气压计：气压越大， 液柱越低。

原理：瓶内气压＝液柱产生的压强＋大气压强(p内＝p吐p大气）

第四节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1、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在气体和液体中， 流速越大的位置， 压强越小。

2、飞机的升力：机翼的上下表面存在的压强差， 产生了向上的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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