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运动的描述与匀
          变速直线运动



知识框架



新课程标准 考试说明 要求 说明

　    (1)通过史实，初步了解近代实验科学
产生的背景，认识实验对物理学发展的推动
作用．
　  (2)通过对质点的认识，了解物理学研
究中物理模型的特点，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

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3)经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实验研究过
程，理解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了解匀变速
直线运动的规律，体会实验在发现自然规律
中的作用．
　  (4)能用公式和图象描述匀变速直线运
动，体会数学在研究物理问题中的重要性.

参考系、质点 Ⅰ

位移、速度和加
速度 

Ⅱ

匀变速直线运动
及其公式、图象 

Ⅱ

实验：研究匀变
速直线运动 

要求会正确使用
的仪器主要有：
刻度尺、电火花
计时器或电磁打
点计时器 

考试说明



考试说明

　　说明：对各部分知识内容要求掌握的程度Ⅰ和Ⅱ的含义：

Ⅰ——对所列知识要知道其内容及含义，并能在有关问题中

识别和直接使用，与课程标准中的“了解”和“认识”相当

．

Ⅱ——对所列知识要理解其确切含义及与其他知识的联系，

能够进行叙述和解释，并能在实际问题的分析、综合、推理

和判断等过程中运用，与课程标准中的“理解”和“应用”

相当．



复习策略

　　本单元内容是高考能力考查依托的重点之一，是高考的必考

内容，命题有以下特点：

       1．主要考查对运动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

的应用、v－t图象或x－t图象等，对思维的发散性和深刻性要求较

高．选择题一般是与牛顿定律、曲线运动的分解结合命题，综合

计算题则常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与牛顿定律、动能定理、功

能关系、曲线运动、电磁问题综合到一起作为综合命题中的知识

点来体现．

        2．联系生活实际、联系体育及科技信息是高考命题的趋势，

考查运用知识的能力、建立物理模型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复习本单元时应注重基本概念与规律的理解与掌握、注
重用运动图象分析物体的运动．建议复习时突破以下重点或
难点：
         1．透彻理解基本概念，准确掌握位移与路程、时间与
时刻、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速度与加速度的区别与联系，
并熟练地应用概念分析和描述质点的运动．
         2．掌握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理解规律的使用条件，
注重运动过程的分析，总结解题方法和规律，灵活解答相遇、
追及问题，注意一题多解．

         3．关注图象问题，掌握利用运动图象分析物体的运动

的要领和一般求解方法，重视图象信息的读取(如斜率、截距、

面积、最值及函数方程)，联系图象信息与物体的运动解题．

第一单元 │ 复习策略



第1讲　描述直线运动的基本概念



知识点整合 典例精析 要点探究 高频题型

1、机械运动

2、参考系 典例

3、质点 典例

4、时刻和时间（间隔） 典例

5、位移和路程 典例

6、速度 典例

7、加速度 典例 三量的关系

8、匀速直线运动 典例



机械运动

1.定义:物体的空间位置随时间的变化.

2.特点:是自然界最简单､最基本的运动形态.

3.力学:物理学研究物体做机械运动规律的分支.



参考系

1.定义:在描述物体的运动时,选来做参考的､假定不动的其他

物体.

2.意义:观察被研究物体相对于参考系的位置是否随时间变化

以及怎样变化.

3.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但在研究具体物体运动时也可

以说运动是相对的.



　　4.对参考系的理解

    (1)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个物体是运动的还

是静止的，都是相对于参考系而言的．

    (2)参考系的选取可以是任意的．

    (3)判断一个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如果选择不同的物体

作为参考系，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4)参考系本身既可以是运动的物体也可以是静止的物体，

在讨论问题时，被选为参考系的物体，我们常假定它是静止

的．

     (5)要比较两个物体的运动情况时，必须选择同一个参考
系.



物体和质点

1.质点:用来代替物体的有质量的点.只占有位置，但不占有

空间

2.实际物体可看作质点的条件.

    如果不考虑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就可把

物体看作质点.在具体问题中，要考虑物体的运动情况及

所要研究的实际问题，如观看运动员百米竞赛可将运动员

看成质点，研究运动员在百米竞赛中的技术要领时则不能

将运动员看成质点．

3.质点是一个理想化的物理模型,实际上并不存在.质点不是质

量很小的点；与几何中的“点”不同.



时刻和时间间隔

1.时刻:在时间轴上用点表示,表示某一瞬间,与物体的位置相

对应.

2.时间间隔:在时间轴上用线段表示,表示某一过程,与物体的

位移相对应.

3.时刻与时间间隔的联系:时间间隔是指两个时刻之间的时间

段.



路程和位移

1.路程:物体运动轨迹的总长度,只有大小,没有方向,是标量.

2.位移

(1)物理意义;表示物体(质点的)位置变化.

(2)定义;从初位置指向末位置的有向线段.

(3)大小:初末位置间线段的长度.

(4)方向:由初位置指向末位置.



速度

1.定义:物体的位移与发生这个位移所用时间的比值.

3.物理意义:描述物体的运动快慢程度和运动方向.

4.单位

国际单位:米每秒,符号:m/s或m·s-1

非国际单位:km/h,cm/s等.

5.矢量:速度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

1.平均速度:表示物体在一段时间内运动的平均快慢程度和方

向,用公式表示为 

2.瞬时速度:表示物体在某一时刻或某一位置的运动快慢程度

和方向.

3.在匀速直线运动中,平均速度等于瞬时速度.

速率

1.速率:瞬时速度的大小.

2.速率是标量,只考虑其大小,不考虑其方向.



►　探究点二　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的辨析

　    1.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

在匀速直线运动中，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相同，v＝    既是平均

速度，也是质点在各个时刻的瞬时速度．

     在变速运动中，平均速度v＝    随位移s或时间t的选取不

同而不同，是反映这段位移上的平均速度，它只能粗略地描述这

段位移上运动的快慢程度．对做变速运动的质点，在它经过的某

个位置附近选很小一段位移Δs，Δs小到在这段位移上察觉不到

速度有变化，即在Δs上物体是匀速，那么这段位移上的平均速度

与这段位移上各个时刻的瞬时速度相等。



度相等，即认为运动质点经过这一位置置的速度等于在这一位置附近取一小段位

移Δs与经过这段Δs所用时间Δt的比值，即Δt趋于零时，

v=

    2.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是质点通过的路程与通过这段路程所用时间的

比值，v＝  .平均速率是对质点在一段路程或一段时间内的

运动快慢的粗略描述．

    3.方向问题

    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都是矢量，平均速度的方向与位移

方向相同，瞬时速度的方向与物体运动的方向相同，沿运动



    轨迹的切线方向．平均速率是标量，只有在方向不变的

直线运动中，平均速率才等于平均速度的大小．

    注意：在计算平均速度时, v＝  适用于任何运动；而 

v＝        仅适用于匀变速直线运动，平均速度等于该过

程中间时刻的瞬时速度．



加速度

1.物理意义:描述物体速度变化的快慢.

2.定义:速度的变化量与发生这一变化所用时间的比值.

3.表达式:

4.单位:国际单位是米每二次方秒,符号为m/s2或m·s-2.

5.分类：加速度有平均加速度和瞬时加速度.



从v-t图象看加速度

1.v-t图象:反映了物体的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2.加速度:v-t图线的倾斜程度表示运动的加速度,即斜率

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的关系

1.加速度的方向:与速度变化量的方向相同.

2.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的关系:在直线运动中,速度增加时,a

与v同向,速度减小时,a与v反向.

3.四种特殊的运动情况。



►　探究点三　对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的理解



匀速直线运动

        1.匀速直线运动：在任意相等时间内位移相同的直线运动

．

        2.特点：(1)速度为恒量；(2)加速度为零

        3.规律：(1)x＝vt；(2)图象：如图1－1所示．

   

 



　　例1　在以下的哪些情况中不可将物体看成质点(　　)

       A.研究某学生骑车由学校回家的速度  

       B.研究火星探测器从地球到火星的飞行轨迹
       C.研究火车从烟台站到济南站的运动时间
       D.研究整列火车经过一个隧道的时间



　　例1　D　[解析] 质点是指有质量而不考虑大小和形状

的物体．它是我们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而引入的一种理想

化模型．能否将物体视为质点，关键看所研究的问题的性

质，即物体大小和形状能否忽略．A、B情景中物体大小

和形状能忽略，因而可视为质点；C情景中，由于火车的

长度与烟台与济南的距离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故火车可视

为质点；而D情景中却必须考虑火车的长度，不可将火车

视为质点．



　　[点评] 运动物体能不能视为质点处理，不是由它的

几何尺寸决定的．如果物体的大小形状及各部分的运动差

异对所研究的问题无影响或影响不大，则运动物体可视为

质点．如本题中的A、B、C选项，又如，太阳系中的木星、

土星体积都比地球大得多，研究它们绕太阳公转时均可作

质点处理，但研究它们自转时就不能作为质点，故从不同

角度研究同一物体的运动，有时可看作质点，有时又不能

看作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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