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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亲爱的准高一小伙伴们，在２０１７年暑期的黄金时间里，为了能让大家拥有一本适合

自身需求的初高中物理衔接辅导用书，来自教学第一线、熟悉初高中物理课程的教学能

手，针对初高中物理的学习规律和特点，精心打造的《初高中衔接教材物理》一书与大家见

面了！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者反复推敲编写指导思想，构思编写框架，确立编写思路，探寻

物理学习规律，注重前期物理学习铺垫，培养物理学习的思维习惯，精心策划、力图避免衔

而不接的毛病，系统介绍了高中起始阶段教学中的主干内容。希望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

使同学们在心理上逐渐适应高中物理学科的教法、学法，以这些思想方法的介绍为经，以

知识的介绍为纬，经纬交叉，形成一个知识网络。希望以此启迪同学们的思维，培养同学

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同学们对物理学科的感知与创新能力。

为了更方便同学们自学，本书采取知识点讲解与衔接检测相结合的编写形式。以

物理必修一考点为单位，用精心挑选的、有代表性的经典基础题为例题进行剖析并做方

法点拨，同时，对每个考点进行变式训练，既突破了传统资料杂乱零散的弊端，又突出

基础知识和方法的掌握，注重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本书共分七讲，第一讲着重讲解

高中物理学习必备的数学知识，第二讲至第六讲中每讲分两个板块，每个板块分别设

置了【初高中知识】【知识点讲解】和【衔接检测题】。在【知识点讲解】里分别对该部

分内容进行初中知识回顾和高中知识讲解，每道例题分别有详细的解析和答案、点拨

和变式。第七讲精心编写了两套衔接阶段检测卷，每道习题都精心融入高中物理重

要的基础内容，让大家通过对高中物理基础题的了解，真正掌握好物理衔接的知识和

方法。

本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高中物理学习的基本方法和思想，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强

调培养学生的学科精神和学习兴趣，安排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性问题和来自实际生活的应

用题。内容编排循序渐进，层次分明，例题、习题具有代表性，覆盖面较广，且同步配套，解

答详细，使本书便于同学们自学。



２　　　　

编者坚信，本书能使同学们带着满满的自信去搏击沙场，通过本书的学习，将为大家

顺利踏上高中征程助上一臂之力！当然，由于编者能力所限，难免存在纰漏之处，编写者

真诚地希望读者对本书的建设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对本书的编写不断完善，

尽力做到精益求精！

编　者

２０１７年３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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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基础知识储备

板块一 　高中物理中常用的数学知识

一、弧度制———另一种度量角的单位制

图１ １

１．角的单位

除了我们熟知的“度、分、秒”以外，还可以用另一个单

位———弧度。它的单位是“弧度”，记作ｒａｄ，读作弧度。

在一个圆中，圆心角的弧度值等于圆弧的长度除以圆的半

径。所以，当圆弧的长度等于圆的半径长度时，这段圆弧所对

应的圆心角称为１ｒａｄ的角。如图１ １所示：∠ＡＯＢ＝
１ｒａｄ。　

２．角度制与弧度制的换算

显然，一个平角所对应的弧长就是一个“半圆长度”。如果这个圆的半径是Ｒ，那么，

这段弧长就是πＲ。所以，１８０°的角用弧度做单位就是１８０°＝Ｒπ／Ｒ＝πｒａｄ。这个关系式

可以作为角度与弧度之间的换算关系式。

由上述关系式可知：

１８０°＝πｒａｄ；３６０°＝２πｒａｄ；１°＝
π
１８０
ｒａｄ；１ｒａｄ＝

１８０
π（ ）°。

今后，在具体运算时，“弧度”两字和单位符号“ｒａｄ”可以省略不写。例如：３表示

３ｒａｄ，ｓｉｎπ表示πｒａｄ角的正弦。

一些特殊角的度数与弧度数的对应值应该记住。例如：３０°、４５°、６０°、９０°、１２０°、

１５０°等对应的弧度分别为
π
６
、π
４
、π
３
、π
２
、２π
３
、５π
６
。

二、三角形

１．直角三角形（图１ ２）

（１）勾股定理：ａ２＋ｂ２＝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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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２）锐角间的关系：∠Ａ＋∠Ｂ＝９０°＝
π
２
。

（３）边角之间的关系：

正弦：ｓｉｎＡ＝
ａ
ｃ
；余弦：ｃｏｓＡ＝

ｂ
ｃ
；正切：ｔａｎＡ＝

ａ
ｂ
；

余切：ｃｏｔＡ＝
ｂ
ａ
。

图１ ３

２．任意三角形（图１ ３）

（１）正弦定理：
ａ
ｓｉｎＡ

＝
ｂ
ｓｉｎＢ

＝
ｃ
ｓｉｎＣ

。

（２）余弦定理：ａ２＝ｂ２＋ｃ２－２ｂｃｃｏｓＡ；ｂ２＝ａ２＋
ｃ２－２ａｃｃｏｓＢ；ｃ２＝ａ２＋ｂ２－２ａｂｃｏｓＣ。

三、三角函数

１．图像
（１）函数ｙ＝ｓｉｎｘ的图像叫做正弦曲线，如图１ ４所示。

图１ ４

（２）函数ｙ＝ｃｏｓｘ的图像叫做余弦曲线，如图１ ５所示。

图１ ５

２．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α ０° ３０° ４５° ６０° ９０° １８０° ２７０° ３６０°

α／ｒａｄ ０
π
６

π
４

π
３

π
２

π
３π
２

２π

ｓｉｎα ０
１
２

槡２
２

槡３
２

１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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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α ０° ３０° ４５° ６０° ９０° １８０° ２７０° ３６０°

ｃｏｓα １ 槡３
２

槡２
２

１
２

０ －１ ０ １

ｔａｎα ０ 槡３
３

１ 槡３ 不存在 ０ 不存在 ０

ｃｏｔα 不存在 槡３ １ 槡３
３

０ 不存在 ０ 不存在

　　３．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

（１）ｔａｎα＝
ｓｉｎα
ｃｏｓα

＝
１
ｃｏｔα

。

（２）ｃｏｔα＝
ｃｏｓα
ｓｉｎα

＝
１
ｔａｎα

。

４．诱导公式
（１）ｓｉｎ（－α）＝－ｓｉｎα；　　ｃｏｓ（－α）＝ｃｏｓα。

（２）ｓｉｎ
π
２
－α（ ）＝ｃｏｓα；　　ｃｏｓπ２－α（ ）＝ｓｉｎα。

（３）ｓｉｎ
π
２
＋α（ ）＝ｃｏｓα；　　ｃｏｓπ２＋α（ ）＝－ｓｉｎα。

（４）ｓｉｎ（π－α）＝ｓｉｎα；　　ｃｏｓ（π－α）＝－ｃｏｓα。
（５）ｓｉｎ（π＋α）＝－ｓｉｎα；　　ｃｏｓ（π＋α）＝－ｃｏｓα。

５．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切
（１）ｓｉｎ（α±β）＝ｓｉｎαｃｏｓβ±ｃｏｓαｓｉｎβ。
（２）ｃｏｓ（α±β）＝ｃｏｓαｃｏｓβｓｉｎαｓｉｎβ。

（３）ｔａｎ（α±β）＝
ｔａｎα±ｔａｎβ
１ｔａｎαｔａｎβ

。

６．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
（１）ｓｉｎ２α＝２ｓｉｎαｃｏｓα。
（２）ｃｏｓ２α＝ｃｏｓ２α－ｓｉｎ２α＝２ｃｏｓ２α－１＝１－２ｓｉｎ２α。

（３）ｔａｎ２α＝
２ｔａｎα
１－ｔａｎ２α

。

四、代数函数

１．一次函数与正比函数

一般地，形如ｙ＝ｋｘ＋ｂ（ｋ≠０，ｋ，ｂ是常数），那么ｙ叫做ｘ的一次函数。其中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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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６

　　

图１ ７

自变量，ｙ是因变量，ｋ为一次项系数，其图像为一条直线，如图１ ６所示。当ｂ＝０时，ｙ＝
ｋｘ＋ｂ即ｙ＝ｋｘ，原函数变为正比例函数，其函数图像为一条通过原点的直线，如图１ ７
所示。所以说正比例函数是一种特殊的一次函数，但一次函数不是正比例函数。

基本性质：

（１）当ｘ＝０时，ｂ为一次函数图像与ｙ轴交点的纵坐标，该点的坐标为（０，ｂ）。

（２）当ｂ＝０时，一次函数变为正比例函数，当然正比例函数为特殊的一次函数。

（３）对于正比例函数，ｙ除以ｘ的商是一定数（ｘ≠０）。

（４）在两个一次函数表达式中：

① 当两个一次函数表达式中的ｋ相同，ｂ也相同时，则这两个一次函数的图像重合；

② 当两个一次函数表达式中的ｋ相同，ｂ不相同时，则这两个一次函数的图像平行；

③ 当两个一次函数表达式中的ｋ不相同，ｂ也不相同时，则这两个一次函数的图像相交；

④ 当两个一次函数表达式中的ｋ不相同，ｂ相同时，则这两个一次函数图像交于ｙ
轴上的同一点（０，ｂ）；

⑤ 当两个一次函数表达式中的ｋ互为负倒数时，则这两个一次函数图像互相垂直。

（５）两个一次函数（ｙ１＝ａｘ＋ｂ，ｙ２＝ｃｘ＋ｄ）之比，得到一个新函数，其新函数的图

像为双曲线。

（６）直线ｙ＝ｋｘ＋ｂ的图像和性质与ｋ、ｂ的关系如下：

ｋ＞０，ｂ＞０，经过第一、二、三象限；

ｋ＞０，ｂ＜０，经过第一、三、四象限；

ｋ＞０，ｂ＝０，经过第一、三象限（经过原点）。

结论：ｋ＞０时，图像从左到右上升，ｙ随ｘ的增大而增大。

ｋ＜０，ｂ＞０，经过第一、二、四象限；

ｋ＜０，ｂ＜０，经过第二、三、四象限；

ｋ＜０，ｂ＝０，经过第二、四象限（经过原点）。

结论：ｋ＜０时，图像从左到右下降，ｙ随ｘ的增大而减小。

２．二次函数：ｙ＝ａｘ２＋ｂｘ＋ｃ（ａ≠０）

（１）顶点 －
ｂ
２ａ
，４ａｃ－ｂ

２

４ａ（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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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最值（用配方法求）：

①ａ＞０时，ｙ有最小值是
４ａｃ－ｂ２

４ａ
；

②ａ＜０时，ｙ有最大值是
４ａｃ－ｂ２

４ａ
。

（３）图像：对称轴为直线ｘ＝－
ｂ
２ａ
的抛物线。

① 当ａ＞０时，抛物线开口向上如图１ ８所示；

② 当ａ＜０时，抛物线开口向下如图１ ９所示。

图１ ８
　　　　

图１ ９

（４）二次函数：ａｘ２＋ｂｘ＋ｃ＝０求解。

① 判别式：Δ＝ｂ２－４ａｃ；

② 两个根：ｘ１＝
－ｂ＋ ｂ２－４槡 ａｃ

２ａ
，ｘ２＝

－ｂ－ ｂ２－４槡 ａｃ
２ａ

。

板块二 　如何学习高中物理

一、什么是物理学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和运动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可用十六个字形象地描述：宇

宙之谜、粒子之微、万物之动、日用之繁。“宇宙之谜”是研究宇宙的过去、现状、未来，以及

人类如何利用宇宙资源的，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是我们研究宇宙的代表人物。“粒子

之微”就是我们不仅要在宏观尺度上研究物质的运动，还要在我们看不到的微观世界研究

物质的运动，比如现在提出的纳米技术，是在１０－９ｍ的尺度上研究物质运动。“万物之

动”说的是万物都在运动，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日用之繁”意思是物理与我们

的生活密切相关。

物理学的两个重要特点：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物理学是现代技术的重要基础并

对推动社会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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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顾初中物理

１．机械运动：重点学习了匀速直线运动。

２．力：包括重力、弹力、摩擦力，二力平衡条件，同一直线上的二力合成，牛顿第一定

律也称为惯性定律。

３．密度。

４．压强：包括液体内部压强，大气压强。

５．浮力。

６．简单机械：包括杠杆、滑轮、功、功率。

７．光：包括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和折射、凸透镜成像规律。

８．热学：包括温度、内能。

９．电路的串联并联、电能、电功。

１０．磁场、磁场中的力、感应电流。

１１．能量和能。

三、高中物理知识结构

高中物理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力学、热学、电学、光学、原子物理五个部分。

力学，主要研究力和运动的关系。重点学习牛顿运动定律和机械能。比如说我们要

研究游乐场中的“翻滚过山车”是什么原理。再如，我们要研究要用多大的速度把一个物

体抛出地球，才能成为一颗人造卫星？

热学，主要研究分子动理论和气体的热学性质。

电学，主要研究电场、电路、磁场和电磁感应。重点学习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和电磁感

应定律。初中电学假定电源两极电压是不变的；高中电学认为电源两极电压是变化的。

这说明高中物理内容比初中物理内容加深、加宽，由定性分析变为更多的定量分析，学习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同学们要有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

光学，主要研究光的传播规律和光的本性。

原子物理，主要研究原子和原子核的组成与变化。

四、高中物理和初中物理的主要梯度

１．概念性阶梯
（１）从标量到矢量的阶梯。有些物理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需要有数值和方向才能

完全确定物理量。这些量之间的运算并不遵循一般的代数法则，在相加减时它们遵循几

何运算法则，这样的量叫“矢量”。如速度、加速度、位移、力、冲量、动量、电场强度、磁场强

度等都是矢量。可用黑体字（如Ｆ）或带箭头的字母（如Ｆ
→）来表示矢量。有些物理量，只

具有数值，而没有方向。这些量之间的运算遵循一般的代数法则，这样的量叫做“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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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质量、密度、温度、功、能量、路程、速率、体积、时间、热量、电阻等物理量。无论选取什么

样的坐标系，标量的数值恒保持不变。矢量和标量的乘积仍为矢量。矢量和矢量的乘积，

可构成新的标量，也可构成新的矢量，构成标量的乘积叫标积；构成矢量的乘积叫矢积。

如功、功率等的计算是采用两个矢量的标积。从标量到矢量的阶梯会使我们对物理量的

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初中物理只要求会代数运算，仅能从数值上判断一个量的变

化情况。高中物理要求用矢量的运算法则，即要用平行四边形法则进行运算，判断矢量的

变化时也不能只看数值上的变化，还要看方向是否变化。

（２）速度的概念。初中物理定义速度为路程与时间的比值，只有大小没有方向。而

高中物理速度定义为位移与时间的比值，既有大小又有方向。初中物理所学习的速度实

际上是平均速率。

（３）速度到加速度的阶梯。从位移、时间到速度的建立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容

易跨过这个台阶。从速度到加速度是对运动描述的第二个阶梯，面对这一阶梯我们必须

经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首先遇到的困难在于对加速度意义的

理解，开始时，我们往往认为加速度就是增加出来的速度，这就把加速度和速度的改变量

混淆起来。更困难的是加速度的大小、方向和速度大小、方向及速度变化量的大小、方向

之间关系的梳理，都是一个很陡的阶梯。

２．规律上的阶梯

概念上的阶梯必然导致规律上的阶梯，规律上的阶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进入高中后，物理规律的数学表达式增多，理解难度加大，致使有的同学不解其

意，遇到问题不知所措。

（２）矢量被引入物理规律的数学表达式，由于它的全新处理方法使很多学生感到陌

生，特别是正、负号和方向间的关系，如牛顿第二定律、动量定理的应用等，要注意物理量

的矢量性。

３．研究方法上的阶梯

（１）从定性到定量。初中物理的内容基本上是对物理现象的定性说明和简单的定量

描述，进入高中后要对物理现象进行模型化抽象和数学化描述。

（２）从一维运动到二维运动。初中物理只学习匀速直线运动，而在高中物理中不仅

要学习匀变速直线运动，还要学习二维的曲线运动，并在研究物理过程时引入坐标法，把

平面上的曲线运动（如平抛运动）分解成两个方向上的直线运动来处理。

（３）引入平均值的方法。这个方法对于研究非均匀变化的物理量的规律是很重要的

科学简化法，如变速运动的快慢、变力做的功、变力的冲量等。当然，一旦跨越这个台阶就

会对很多物理现象的理解带来很大的好处。

总之，从初中到高中，要求我们处理问题时能从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由模仿到

思辨，由形式到辩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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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中物理常用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法

１．常用的研究方法

观察与实验法、物理模型法、猜想与控制变量法、类比方法、数学图像法。

２．常用的思维方法

整体与隔离法、转换法、动态思维法、极限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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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机械运动的描述

板块一 　描述运动的基本概念

初　中　知　识 高　中　知　识

机械运动 一个物体相对另一物体的位置变动 一个物体相对另一物体的位置变动

研究对象 物体 质点

相对性 参照物 参考系

时间 时间 时间间隔和时刻，数轴描述

位置 用坐标系来描述

位置变动 路程 路程和位移

物理量 矢量和标量

知识点一、参考系

１．初中知识回顾：一个物体相对于其他物体的位置变化称为机械运动。机械运动按
轨迹可分为：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为研究物体的运动而假定为不动的物体称为参照

物。运动的描述是相对的，因参照物选取的不同而不同。

２．高中知识讲解：物体运动有几个种类，比如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等，机械运

动是其中的一种。在研究机械运动时，必须确定一个参照物，这种用来描述物体运动的参

照物称为参考系。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选择不同的参考系，观察的结果可能不
同。参考系的选取虽是任意的，但应尽可能使描述简单和观察方便，通常选取地面或相对

地面静止的物体为参考系。

例１　如图２ １所示是体育摄影中“追拍法”的成功之作，摄影师眼中清晰的滑板运



１０　　　

　图２ １

动员是静止的，而模糊的背景是运动的，摄影师用自己的

方式表达了运动的美。请问摄影师选择的参考系

是（　　）。

Ａ．大地 Ｂ．太阳

Ｃ．滑板运动员 Ｄ．步行的人
【解析】　运动是相对的，当以地面景物为参考系的时

候，运动员就处于运动之中。但是，如果以运动员为参考

系，则地面景物是运动的。

【答案】　Ｃ
【点拨】　在讨论某个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经验会使我们

下意识地选择地面为参考系。但在研究物理问题时，参考系的选取是任意的，只要方便研

究就行。

【变式一】　平直公路上一汽车甲中的乘客看见窗外树木向东移动，同时看见另一汽

车乙从旁边匀速向西行驶，此时公路上两边站立的人观察的结果是（　　）。

Ａ．甲车向东运动，乙车向西运动 Ｂ．乙车向西运动，甲车不动

Ｃ．甲车向西运动，乙车向东运动 Ｄ．两车均向西运动，乙车速度大于甲车

知识点二、质点

１．初中知识回顾：在研究一个物体的运动时，没有考虑物体的形状和大小对所研究

的物理问题的影响。

２．高中知识讲解：

（１）研究某个物体如何运动时，物体的形状和大小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影响有时候是

很微小的，有时候是很明显的。比如，一列动车从厦门开往上海，途中经过了一座桥，假设

动车的长度为２００ｍ，桥的长度为５００ｍ，厦门到上海的路程为１０００ｋｍ。那么，当我们分

析动车从桥上通过，运动了多少路程和用了多少时间时，必须考虑动车的长度；当我们分

析的是动车从厦门到上海运行了多少路程和用了多少时间时，则可以不考虑动车的长度。

因为车身的长度与桥的长度比较接近，但比厦门与上海之间的距离小多了。因此，在研究

动车从厦门到上海运行了多少路程和用了多少时间这个问题时，可以把动车看成一个点

来处理。

（２）物理学中，用来代替物体的有质量的点称为质点。质点没有形状、大小，却具有

物体的全部质量。

（３）物体可以看作质点的条件：物体的大小、形状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４）质点是理想化的物理模型，实际并不存在，是为了使研究问题简化的一种科学

抽象。

例２　关于质点，下列描述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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