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学　习　目　标

1.通过列举生活中的实例,了解动能与哪些因素有关.通过数学

推导确定物体动能的表达式,会用动能的公式进行计算,经历物

理概念的建立过程.

2.通过归纳推导得到动能定理的表达式,掌握动能定理的内容、

公式及动能定理的物理意义,加深对功能关系的理解.

3.通过应用动能定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掌握应用动能定理解

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体会变力作用下和曲线运动中应用动能

定理解决问题的优越性,培养关联整合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

3　动能和动能定理



知识点一　动能的表达式

1.探究动能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如图所示.图中A球

的质量大于B球的质量,让小球从斜面上由静止滚下,静止在

地面上的纸盒被碰后,滑行一段距离停下来.



答案:甲、乙两实验中两球的质量相同,由于甲中球释放的高

度较大,因此小球到达底端的速度大,甲中纸盒滑行的距离远.

这说明甲实验中球碰纸盒时的动能大,动能大小与速度大小

有关.

(1)甲、乙两实验中球的质量相同,哪个实验中球到达底部的

速度大?哪个实验中纸盒滑行的距离远?这说明什么?



(2)甲、丙两实验中球释放的高度相同,A球的质量大于B球

的质量,哪个实验中纸盒滑行的距离远?这说明什么?

答案:甲实验中的纸盒滑行的距离远.这说明甲中球碰纸盒

时的动能大,动能大小与质量大小有关.

(3)试着总结物体的动能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案:物体的动能与物体的质量、速度有关.同一物体,速度

越大,动能越大;同样的速度,质量越大的物体动能越大.



2.动能.

(1)动能是指物体由于          而具有的能量.

(2)表达式:                  ,式中v是瞬时速度.

(3)单位:与功的单位相同,国际单位制的单位都是        ,符号为 J.

1 J=1 kg·(m2·s-2)=1 N·m.
(4)特点.

①具有瞬时性,是             ,与某一时刻(或位置)相对应.

②具有相对性,选取不同的参考系,同一物体的动能一般         ,一

般是指相对于         的动能.

③矢标性:是         ,没有方向,E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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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二　动能定理

1.推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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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身手

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并和同学交流(正确的打“√”,错误的

打“×”).

1.两个物体中,速度大的动能也大.(　　)

2.物体的速度发生变化,其动能一定发生变化.(　　)

3.一定质量的物体的动能变化,速度一定变化.(　　)

4.合力做功不等于0,物体的动能一定变化.(　　)

5.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的动能保持不变.(　　)

6.动能不变的物体一定处于平衡状态.(　　)

7.物体的速度发生变化,合力做功一定不等于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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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一　动能的表达式
问题情境

在光滑水平面上有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在与运动方向相同

的恒力F作用下发生一段位移,速度由v1增加到v2,如图所示.

1.速度由v1增加到v2时,物体运动的位移l如何表示?

 



2.此过程中,恒力F对物体做功为多少?

 

 

 



过程建构

1.动能的“三性”.

(1)相对性:选取不同的参考系,物体的速度可能不同,动能也可

能不同,一般选地面为参考系.

(2)标量性:动能只有大小,没有方向.

(3)状态量:动能是表征物体运动状态的物理量,与物体的运动状

态相对应.



 



【典例1】 (多选)一质量为0.1 kg的小球,以5 m/s的速度在光

滑水平面上匀速运动,与竖直墙壁碰撞后以原速率反弹.若以

弹回的速度方向为正方向,则小球碰墙过程中的速度变化量

和动能变化量分别是(　　)

A.Δv=10 m/s　　　　        　B.Δv=0

C.ΔEk=1 J                              D.ΔEk=0



 

答案:AD



 



探究二　动能定理

问题情境

一架喷气式飞机,质量m=5.0×103 kg,起飞过程中从静止开始

滑跑.当位移达到l=5.3×102 m时,速度达到起飞速度v=60 m/s.

在此过程中,飞机受到的平均阻力是飞机重力的2%,飞机受到

的平均牵引力F牵=1.8×104 N.g取10 m/s2.

1.飞机起飞时的动能多大?起飞过程中动能变化量是多少?

 



2. 飞机所受的合力是多大?合力做功是多少?

答案:飞机所受的合力F合=F牵-F阻=(1.8×104-0.02×5.0×
103×10) N=1.7×104 N,合力做功W=F合l=9.01×106 J.

3.结合动能表达式的推导和上面的分析,合力做功与动能

变化量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案:合力对物体所做的功与物体动能的变化量相等.



过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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