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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窗为今朝
赢在微点·大二轮·物理

微讲、微练、微测相承相促，是图书编写的最大亮点

亮点展示 完美方案

讲

讲高考
研析最新考纲，探寻命题规律，把握命题考向，
实现与高考零距离对接!

讲典例
精选最新高考题、模拟题，从考向入手，抓主
干，细剖析，快速突破!
讲方法
总结有效方法，汇聚解题窍门，力求事半功倍!

讲易错
归纳易错点，反思易错题，自我纠错新跨越!

练

练真题
精选 2015—2016 高考真题，体验高考命题点，
感悟高考常用解题思想与方法技巧!

练模拟
精选 2016 名校模拟试题，夯基础，攻重点，扫盲
点，动笔实践，能力提升看得见!
练原创
洞悉高考命题点，创新情景，多角度，巧交汇，
专家命题预测，高考精准押题!

测

“选择题专项微测”10个高频考点逐个解决
选择题重在考查基本概念、规律的理解和应用，
总结了 10 个常考知识点，逐一突破，高效、准确
地做好选择题是决胜高考的基础。
“实验题专项微测”2 个实验版块分项测试
实验题突出能力的考查，把握实验原理是解决
实验问题的关键。
“计算题专项微测”6 个命题方向一一排查
计算题要求展示思维过程，强调逻辑性，规范解
答是制胜的法宝。
“选考题专项微测”3 个选考模块任选其一
选考题相对难度较小，重点练习，力争得满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轮复习中如何做到科学备考

二轮复习的 指导思想
［1］知识网络化、系统化

［2］突出主干知识，突破疑点、难点

［3］在理解的基础上，综合各部分的内容，进一步提高解题能力

［4］关注热点和《考试说明》中新增点、变化点

二轮复习的 目标任务
［1］查漏补缺: 针对第一轮复习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强化基础知识的复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进一步巩固基

础知识和提高基本能力，进一步强化规范解题的训练;

［2］知识重组:把所学的知识连成线、铺成面、织成网，梳理知识结构，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以达到提高多

角度、多途径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

［3］提升能力:通过知识网的建立，一是提高解题速度和解题技巧，二是提升规范解题能力，三是提高实验

操作能力。在第二轮复习中，重点在提高能力上下功夫，把目标瞄准中档题。

二轮复习的 思路模式
［1］以专题模块复习为主，每一个专题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①知识结构分析; ②主要命题点分析; ③方法探

索;④典型例题分析;⑤配套训练。

［2］针对高考五大能力要求，加强三个方面的专项训练:①审题能力虽是一种阅读能力，实质上还是理解能

力;②表述能力及解题的规范化训练;③对不定项选择题进行强化训练。

［3］认真研究高考样题，做好重点内容的强化复习，突出重点知识，狠抓主干知识，落实核心知识。

专题微讲·一轮凝缩，不留盲点 专题微练·二轮透视，关注重点 专项微测·三维特训，点燃爆点

凝缩一轮知识，扫除一轮盲点。

把握考试方法，寻找应对策略。

夯实所学内容，保分无懈可击。

关注复习重点，一题归纳一法。

规范解题步骤，掌握答题要领。

做好考前突击，增分垂手可得。

选取最新试题，做好考前集训。

完善知识体系，提高解题能力。

减少答题失误，捞分势在必行。

美丽中国梦 教辅传真情
MEILIZHONGGUOMENG JIAOFUCHUANZHEN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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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一 力　与　运　动

第１讲　力与物体的平衡

考
情
分
析

主要考查题型 命题热点 思想方法

选择题

１．单独命题：（１）各种性质力的分析；（２）力的
合成与分解；（３）共点力的平衡。

２．交汇命题：带电粒子（或带电体）在电场、磁
场或复合场中的平衡问题。

等效思想、假设法、矢量三角形法、正交分解
法、合成法、转换研究对象法、整体法和隔离
法等。

热点题型１　受力分析　物体的平衡

知识导引

方法导学
１．研究对象的选取方法：（１）整体法 　（２）隔离法
２．受力分析的顺序
一般按照“一场力（如重力、电场力、磁场力）、二弹
力、三摩擦力”的顺序，结合整体法、隔离法分析物体
的受力情况

３．处理平衡问题的常用方法
（１）正交分解法
（２）力的合成法
（３）力的三角形法
（４）相似三角形法
（５）整体法与隔离法

【例１】　如图所示，Ａ是倾角为θ的质
量为Ｍ 的斜面体，Ｂ是质量为ｍ 的
截面为直角三角形的物块，物块Ｂ上
表面水平。物块Ｂ在一水平推力Ｆ
的作用下沿斜面匀速上升，斜面体静止不动，设重力
加速度为ｇ，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地面对斜面体Ａ无摩擦力
Ｂ．Ｂ对Ａ 的压力大小为ｍｇｃｏｓθ
Ｃ．Ａ对地面的压力大小为Ｍｇ

Ｄ．Ｂ对Ａ 的作用力大小为 Ｆ２＋（ｍｇ）槡 ２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物体受力分析的技巧

（１）分析受力的思路：

①先数研究对象有几个接触处，每个接触处最多
有两个力（弹力和摩擦力）。

②同时注意对场力的分析。

③假设法是判断弹力、摩擦力的存在及方向的基
本方法。

（２）受力分析的基本步骤： →明确研究对象 隔离物体
→分析 →画受力示意图 验证受力合理性。

（３）善于变换研究对象：若不能直接判断研究对象与接
触的物体间是否有相互作用的弹力和摩擦力，可以
采用变换研究对象，借助其他物体的受力判定。

【例２】　（２０１６·大庆实验中学高三
模拟）如图所示，穿在一根光滑固定
杆上的小球Ａ、Ｂ 通过一条跨过定
滑轮的轻绳连接，杆与水平面成θ
角，不计一切摩擦，当两球静止时，
ＯＡ绳与杆的夹角为θ，ＯＢ绳沿竖
直方向，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Ａ可能受到２个力的作用
Ｂ．Ｂ可能受到３个力的作用
Ｃ．绳子对Ａ的拉力大于对Ｂ 的拉力
Ｄ．Ａ、Ｂ的质量之比为１∶ｔａｎθ
?听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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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后反思　在处理共点力平衡问题时，关键是对物
体进行受力分析，然后根据正交分解法将各个力分解
成两个方向上的力，然后列式求解；如果物体受到三
力处于平衡状态，则可根据矢量三角形法，将三个力
平移到一个三角形中，然后根据角度列式求解。

同源异考

１－１．（２０１６·辽宁省葫芦岛市一中
高三上期中）如图所示，一质量
为ｍ 的物体Ａ 恰能在倾角为α
的斜面体上匀速下滑。若用与
水平方向成θ角、大小为Ｆ的力推Ａ，使Ａ 加速下
滑，斜面体始终静止。下列关于斜面体受地面的摩
擦力的说法正确的是 （　　）

Ａ．方向水平向右，大小为ｍｇｃｏｓαｓｉｎα

Ｂ．方向水平向左，大小为ｍｇｃｏｓαｓｉｎα

Ｃ．方向水平向左，大小为Ｆｃｏｓθ

Ｄ．大小为０

１－２．（２０１６·江西省师大附中，九江

一中考试）如图所示，固定斜面ｃ上

放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物体ａ、ｂ，两

物体间用一根细线连接，在细线的中点加一与斜面

垂直的拉力Ｆ，使两物体均处于静止状态，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

Ａ．ｃ受到地面的摩擦力向左

Ｂ．ａ、ｂ两物体的受力个数一定相同

Ｃ．ａ、ｂ两物体对斜面的压力相同

Ｄ．当逐渐增大拉力Ｆ时，物体ｂ受到斜面的摩擦力


























一定逐渐增大

热点题型２　共点力作用下的动态平衡问题

知识导引

　此类试题的特点：物体受三个力作用，且其中有一个
力为恒力，第二个力的方向不变，讨论第三个力方向
变化时受力大小的变化问题。

方法导学

求解动态平衡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１．基本思想：化“动”为“静”，“静”中求“动”。

２．基本方法
（１）解析法
对研究对象受力分析，列出平衡方程，然后根据自变
量的变化确定力的变化。
（２）图解法
对研究对象在状态变化过程中的若干状态进行受力
分析，依据某一参量的变化，在同一图中作出物体在
若干状态下的平衡受力图（力的平行四边形），再由动
态的表示力的四边形各边长度变化及所夹角度变化
确定力的大小及方向的变化情况。
【例３】　（多选）（２０１６·成都市第七
中学模拟）两个带同种电荷的物体

Ａ、Ｂ在水平力Ｆ 作用下平衡，如
图所示，接触面均光滑，若使Ｂ缓
慢向左移动一小段距离后，Ａ、Ｂ仍
平衡。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Ａ物体所受弹力变小　Ｂ．Ｂ物体所受弹力变大

Ｃ．Ａ、Ｂ间的距离变小 Ｄ．Ａ、Ｂ间的距离变大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解决本题的关键先对整体受力分析，再

隔离受力分析。通过变换平行四边形来判断各个力
的变化情况；整体法和隔离法是研究物理问题当中常
见的一种方法，要灵活运用。

同源异考

２－１．（２０１６·合肥一中高三第二次
诊断）如图所示，物体Ａ、Ｂ用细
绳连接后跨过滑轮，Ａ静止在倾
角为４５°的斜面上，Ｂ悬挂着。已知质量ｍＡ＝３　ｍＢ，

不计滑轮摩擦，现将斜面倾角由４５°增大到５０°，但物
体仍保持静止，那么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绳子的张力增大

Ｂ．物体Ａ对斜面的压力将增大

Ｃ．物体Ａ受到的静摩擦力增大

Ｄ．滑轮受到绳子的作用力保持不变

２－２．如图所示，斜面顶端固定有半径
为Ｒ的轻质滑轮，用不可伸长的轻
质细绳将半径为ｒ的球沿斜面缓慢
拉升。不计各处摩擦，且Ｒ＞ｒ。设绳对球的拉力为

Ｆ，斜面对球的支持力为ＦＮ，则关于Ｆ和ＦＮ 的变化
情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Ｆ一直增大，ＦＮ 一直减小

Ｂ．Ｆ一直增大，ＦＮ 先减小后增大

Ｃ．Ｆ一直减小，ＦＮ 保持不变

Ｄ．Ｆ一直减小，ＦＮ















































一直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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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题型３　电学中的平衡问题

知识导引

方法导学

１．带电体的平衡问题仍然满足平衡条件，只是要注意准
确分析场力———电场力、安培力或洛伦兹力。力学中
用到的图解法和正交分解法等仍然可以用在电、磁场
的平衡中。

２．如果带电粒子在重力场、电场和磁场三者组成的复合场
中做直线运动，则一定是匀速直线运动，因为Ｆ洛⊥ｖ。

３．当涉及多个研究对象时，一般采用整体法和隔离法相
结合的方法求解。当物体受到的力多于三个时，往往
采用正交分解法列出分方向的平衡方程。
【例４】　（多选）如图所示，用
两根长度相同的绝缘细线把
一个质量为０．１ｋｇ的小球

Ａ悬挂到水平板的 ＭＮ 两
点，Ａ 上 带 有 Ｑ ＝３．０×
１０－６　Ｃ的正电荷。两线夹角为１２０°，两线上的拉力大
小分别为Ｆ１ 和Ｆ２。Ａ的正下方０．３ｍ处放有一带等
量异种电荷的小球Ｂ，Ｂ与绝缘支架的总质量为０．２ｋｇ
（重力加速度ｇ＝１０ｍ／ｓ２；静电力常量ｋ＝９．０×１０９　Ｎ·

ｍ２／Ｃ２，Ａ、Ｂ球可视为点电荷），则 （　　）

Ａ．支架对地面的压力大小为２．０Ｎ
Ｂ．两线上的拉力大小Ｆ１＝Ｆ２＝１．９Ｎ
Ｃ．将Ｂ水平右移，使Ｍ、Ａ、Ｂ在同一直线上，此时两线
上的拉力大小为Ｆ１′＝１．２２５Ｎ，Ｆ２′＝１．０Ｎ

Ｄ．将Ｂ移到无穷远处，两线上的拉力大小Ｆ１″＝Ｆ２″＝
０．８６６Ｎ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重力场、电场、磁场中的平衡问题，仍然

是力学问题。力学中的图解法、正交分解法等仍然可

以使用。当涉及多个研究对象时整体法和隔离法也可

使用。

同源异考

３－１．（多选）（２０１６·浙江省慈溪考试）如图所示，Ｐ、Ｑ

为可视为点电荷的带电物体，电性相同，倾角θ＝３０°

的斜面放在粗糙的水平面上，将物体Ｐ放在粗糙的

斜面上，当物体Ｑ放在与Ｐ 等高（ＰＱ连线水平）且

与物体Ｐ相距为ｒ的右侧位置时，Ｐ静止且不受摩

擦力，现保持Ｑ与Ｐ 的距离ｒ不变，将物体Ｑ顺时针

缓慢转过α角度（α＝６０°），整个过程斜面和Ｐ始终静

止，则在Ｑ旋转的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Ｐ物体会受到沿斜面向下的静摩擦力

Ｂ．斜面给物体Ｐ的作用力方向始终竖直向上

Ｃ．物体Ｐ受到的静摩擦力先增大后减小到０

Ｄ．地面对斜面的摩擦力不断变小

３－２．（２０１５·江苏单科）如图所示，用天平测量匀强磁

场的磁感应强度。下列各选项所示的载流线圈匝数

相同，边长ＭＮ 相等，将它们分别挂在天平的右臂下

方。线圈中通有大小相同的电流，天平处于平衡状

态。若磁场发生微小变化，天平最容易失去平衡的

是 （　　）

Ａ． 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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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题型４　平衡中的临界和极值问题

知识导引

　平衡问题的临界状态是指物体所处的平衡状态将要

被破坏尚未被破坏的状态，可理解为“恰好出现”或

“恰好不出现”，在问题的描述中常用“刚好”“刚能”

“恰好”等语言叙述。

方法导学

　临界问题往往和极值问题联系在一起，解答此类问题

常用假设推理法，重在形成清晰的物理图景，分析清

楚物理过程，从而找到临界条件或达到极值的条件。

要特别注意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

【例５】　如图，质量相同分布均匀

的两个圆柱体ａ、ｂ靠在一起，表

面光滑，重力均为Ｇ，其中ｂ的

下一半刚好固定在水平面ＭＮ

的下方，上边露出另一半，ａ静止在水平面上，现过

ａ的轴心施以水平作用力Ｆ ，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当Ｆ＝Ｇ时，物体ａ恰好离开地面

Ｂ．从物体ａ恰好离开地面到物体被拉着开始沿物体

ｂ表面缓慢移动到最高位置的过程中，拉力Ｆ逐渐

减小

Ｃ．从物体ａ恰好离开地面到物体被拉着开始沿物体ｂ

表面缓慢移动到最高位置的过程中，拉力Ｆ先减小

后增大

Ｄ．从物体ａ恰好离开地面到物体被拉着开始沿物体ｂ

表面缓慢移动到最高位置的过程中，ａ、ｂ间的压力

先减小后增大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根据物体的受力情况，分析物体推离地面

的临界条件，利用平衡方程和数学知识判断力的变化。

同源异考

４－１．（２０１６·辽宁师大附中高三模

拟）如图所示，Ａ、Ｂ 两物体紧靠

着放在粗糙水平面上，Ａ、Ｂ间接触面光滑。在水平

推力Ｆ作用下两物体静止，此时物体Ａ恰好不离开

地面，则关于Ａ、Ｂ两物体的受力个数，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

Ａ．Ａ受３个力，Ｂ受４个力

Ｂ．Ａ受４个力，Ｂ受３个力

Ｃ．Ａ受３个力，Ｂ受３个力

Ｄ．Ａ受４个力，Ｂ受４个力

４－２．质量为Ｍ 的木楔倾角为θ，在水平面

上保持静止，质量为ｍ的木块刚好可以

在木楔上表面上匀速下滑。现在用与

木楔上表面成α角的力Ｆ 拉着木块匀速上滑，如图

所示，求：

（１）当α＝θ时，拉力Ｆ有最小值，求此最小值；

（２）拉力Ｆ最小时，木楔对水平面的摩擦力。

把握高考微点，实现素能提升

温馨提示：完成Ｐ０８７，专题微练（一









































































）

００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专题一　力与运动

　考
前
顶
层
设
计
·
物
理

第２讲　力与直线运动

考
情
分
析

主要考查题型 命题热点 思想方法

选择题或计算题

１．单独命题：（１）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及应用；（２）ｘ－ｔ、

ｖ－ｔ、ａ－ｔ、Ｆ－ｔ图象问题；（３）牛顿运动定律。

２．交汇命题：（１）牛顿运动定律与直线运动规律的综合应
用；（２）牛顿第二定律与图象的综合应用；（３）物体的多
过程运动问题。

比例法、图象法、推论法、正交分
解法、转换研究对象法、逆向思维
法、整体法和隔离法、极限思想
等。

热点题型１　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的应用

　　　　　　　　　　　　知识导引

方法导学

１．求解匀变速直线运动问题的一般思路

审题 → 画出示意图 → 判断运动性质 →

选取正方向 → 选用公式列方程 → 求解方程

２．常用方法：基本公式法、平均速度法、推论法、比例法
和逆向思维法。

【例１】　一客运列车匀速行驶，其车轮在铁轨间的接缝
处会产生周期性的撞击，坐在该客车中的某旅客测得
从第１次到第１６次撞击声之间的时间间隔为１０．０ｓ。

在相邻的平行车道上有一列货车，当该旅客经过货车
车尾时，货车恰好从静止开始以恒定加速度沿客车行
进方向运动，该旅客在此后的２０．０ｓ内，看到恰好有

３０节货车车厢被他连续超过，已知每根铁轨的长度为

２５．０ｍ，每节货车车厢的长度为１６．０ｍ，货车车厢间距
忽略不计。求：
（１）客车运行速度的大小；
（２）货车运行加速度的大小。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１）如果一个物体的运动包含几个阶段，

就要分段分析，各段交接处的速度往往是联系各段的
纽带。
（２）描述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基本物理量涉及ｖ０、ｖ、ａ、ｘ、

ｔ五个量，每一个基本公式中都涉及四个量，选择公式
时一定要注意分析已知量和待求量，根据所涉及的物
理量选择合适的公式求解，会使问题简化。
（３）对于刹车类问题，当车速度为零时，停止运动，其加
速度也突变为零，求解此类问题应先判断车停下所用
时间，再选择合适公式求解。

同源异考

１－１．（２０１６·吉林省长春外国语学校质量检测）一列火
车从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一人站在第一节
车厢前端的旁边观测，第一节车厢通过他历时２ｓ，

整列车厢通过他历时８ｓ，则这列火车的车厢有
（　　）

Ａ．１６节 Ｂ．１７节

Ｃ．１８节 Ｄ．１９节

１－２．（２０１６·西藏拉萨中学模拟）同向运动的甲、乙两
质点在某时刻恰好通过同一路标，以此时为计时起
点，此后甲质点的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为ｖ＝４ｔ＋
１２（ｍ／ｓ），乙质点位移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为ｘ＝２ｔ＋
４ｔ２（ｍ），求：
（１）两质点何时再次相遇；
（２）两质点相遇之前何时相距最远，最远的距离是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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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题型２　挖掘图象信息解决动力学问题

　　　　　　　　　　　　知识导引

１．物理图象是根据题意把抽象复杂的物理过程有针对
性地表示成物理图象，将物理量间的代数关系转变为
图象关系，运用图象直观、形象、简明的特点，来分析
解决物理问题，由此达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目的。

２．图象反映的物理意义
（１）明确图线对应的运动规律；（２）明确图象中各点坐
标的物理意义和任一点的状况；（３）明确图象截距的
物理意义；（４）明确图象斜率的物理意义；（５）明确图
象面积的物理意义。

方法导学

１．图象问题要三看
（１） →看清坐标轴所表示的物理量 明确因变量（纵轴
表示的量）与自变量（横轴表示的量）的制约关系。
（２） →看图线本身 识别两个相关量的变化趋势，从而
分析具体的物理过程。
（３）看交点、斜率和“面积 →” 明确图线与图线的交
点、图线与坐标轴的交点、图线斜率、图线与坐标轴围
成的面积的物理意义。

２．解图象问题方法：物体的实际运动，函数关系式，函数
关系三位一体
（１）解图象问题首先要分析物体的实际运动，判断运
动分几个过程。
（２）针对物体运动的不同过程选择恰当的物理规律，

列方程，将方程导成函数关系式的形式（纵轴为函数，

横轴为自变量）。
（３）根据函数关系式对照题目中函数图象，明确图象
斜率、截距、面积、转折点等准确含义，进一步解决
问题。

【例２】　一长木板置于粗糙水平地面上，木板左端放置
一小物块，在木板右方有一墙壁，木板右端与墙壁的距
离为４．５ｍ，如图（ａ）所示。ｔ＝０时刻开始，小物块与木
板一起以共同速度向右运动，直至ｔ＝１ｓ时木板与墙
壁碰撞（碰撞时间极短）。碰撞前后木板速度大小不
变，方向相反；运动过程中小物块始终未离开木板。已
知碰撞后１ｓ时间内小物块的ｖ－ｔ图线如图（ｂ）所示。
木板的质量是小物块质量的１５倍，重力加速度大小ｇ
取１０ｍ／ｓ２。求：

（１）木板与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μ１ 及小物块与木板间
的动摩擦因数μ２；

（２）木板的最小长度；
（３）木板右端离墙壁的最终距离。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１）结合图象信息分析物体的受力和运

动情况。
（２）分阶段分析，环环相扣，前一阶段的末状态即后
一阶段的初始状态，认真沉着，不急不躁。

同源异考

２－１．（多选）将力传感器Ａ固定在光滑水平桌面上，测
力端通过轻质水平细绳与滑块相连，滑块放在较长
的小车上。如图甲所示，传感器与计算机相连接，可
获得力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一水平轻质细绳跨过光
滑的定滑轮，一端连接小车，另一端系沙桶，整个装
置开始处于静止状态。现在向沙桶里缓慢倒入细
沙，力传感器采集的Ｆ－ｔ图象如图乙所示。则

（　　）

Ａ．２．５ｓ前小车做变加速运动

Ｂ．２．５ｓ后小车做变加速运动

Ｃ．２．５ｓ前小车所受摩擦力不变

Ｄ．２．５ｓ后小车所受摩擦力不变

２－２．（多选）某运动员做跳伞训练，他从悬停在空中的
直升机上由静止跳下，跳离飞机一段时间后打开降
落伞减速下落。他打开降落伞后的速度图线如图
（ａ）所示。降落伞用８根对称的绳悬挂运动员，每根
绳与中轴线的夹角均为α＝３７°，如图（ｂ）所示。已知
运动员的质量为５０ｋｇ，降落伞的质量也为５０ｋｇ，不
计运动员所受的阻力，打开伞后伞所受阻力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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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ｖ成正比，即Ｆｆ＝ｋｖ（ｇ取１０ｍ／ｓ
２，ｓｉｎ　３７°＝０．６，ｃｏｓ

３７°＝０．８）。则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
Ａ．ｋ＝１００Ｎ·ｓ／ｍ
Ｂ．打开伞瞬间运动员的加速度ａ＝３０ｍ／ｓ２，方向竖
直向上

Ｃ．悬绳能够承受的拉力至少为３１２．５Ｎ
Ｄ．悬绳能够承受的拉力至少为











６２５Ｎ

热点题型３　传送带问题

　　　　　　　　　　　　知识导引

１．解两类动力学问题的思路
可用下面的框图来表示：
第一类 →　 →　　　　　 →ａ →　　　　　　

物体的

受力情况
—
牛顿第

二定律
—

物体的

加速度ａ
—

运动

学公式
—

物体的

运动情况

←　　　　 ←　　　　　 ←ａ ←　　　　　　 第二类

分析解决这两类问题的关键：应抓住受力情况和运动
情况之间联系的桥梁———加速度。

２．解答两类动力学问题的基本程序
利用牛顿第二定律解决动力学问题的关键是利用加
速度的“桥梁”作用，将运动学规律和牛顿第二定律相
结合，寻找加速度和未知量的关联，是解决这类问题
的思考方向。

方法导学

１．传送带问题的实质是相对运动问题，这样的相对运动
将直接影响摩擦力的方向。因此，搞清楚物体与传送
带间的相对运动方向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２．传送带问题还常常涉及到临界问题，即物体与传送带
速度相同，这时会出现摩擦力改变的临界状态，具体
如何改变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例３】　（２０１６·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月
考）如图所示为粮袋的传送装置，已知

ＡＢ间长度为Ｌ，传送带与水平方向的
夹角为θ，工作时运行速度为ｖ，粮袋
与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因数为μ，正常工作时工人在Ａ点
无初速度地将粮袋放到运行中的传送带上，关于粮袋
从Ａ到Ｂ 的运动，以下说法正确的是（设最大静摩擦力
等于滑动摩擦力） （　　）

Ａ．粮袋到达Ｂ点的速度与ｖ比较，可能大，也可能相等或小

Ｂ．粮袋开始运动的加速度为ｇ（ｓｉｎθ－μｃｏｓθ），若Ｌ足够
大，则以后将以一定的速度ｖ做匀速运动

Ｃ．若μ≥ｔａｎθ，则粮袋从Ａ到Ｂ 一定一直是做加速运动

Ｄ．不论μ大小如何，粮袋从Ａ到Ｂ 一直匀加速运动，
且ａ≥ｇｓｉｎθ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本题考查分析物体运动情况的能力，而
要分析物体的运动情况，首先要具有分析物体受力情
况的能力。传送带问题，物体的运动情况比较复杂，关
键要考虑物体的速度能否与传送带相同。

同源异考

３－１．（改编题）如图所示，一平直的传送带以速度ｖ＝
２ｍ／ｓ匀速运动，传送带把Ａ处的工件运送到Ｂ 处，

Ａ、Ｂ相距Ｌ＝１０ｍ。从Ａ处把工件无初速地放到传
送带上，经过时间ｔ＝６ｓ能传送到Ｂ处。求：
（１）上述过程中工件在传送带上做匀加速运动的
时间；
（２）若皮带速度ｖ可取不同值，求出工件从Ａ至Ｂ 的
时间ｔ随皮带运动速度ｖ的变化的函数关系式。

３－２．如图所示，倾角为３７°，长为ｌ＝１６ｍ的传送带，传
送速度为ｖ＝１０ｍ／ｓ，动摩擦因数μ＝０．５，在传送带
顶端Ａ处无初速度地释放一个质量为ｍ＝０．５ｋｇ的
物体。已知ｓｉｎ　３７°＝０．６，ｃｏｓ　３７°＝０．８，ｇ＝１０ｍ／ｓ２。
求：
（１）传送带顺时针转动时，物体从顶端Ａ 滑到底端

Ｂ 的时间；
（２）传送带逆时针转动时，物体从顶端Ａ 滑到底端

Ｂ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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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题型４　“滑块—木板模型”问题

　　　　　　　　　　　　知识导引

　滑块—木板模型的动力学分析，判断滑块与长木板是
否发生相对滑动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难点，通常采
用整体法、隔离法和假设法等。往往先假设两者相对
静止，由牛顿第二定律求出它们之间的摩擦力ｆ与最
大静摩擦力ｆｍ 进行比较分析。若ｆ≤ｆｍ，则不会发
生相对滑动，反之，将发生相对滑动。从运动学角度
看，滑块与长木板的速度和加速度不等，则会发生相
对滑动。

近几年来各地高考考查的滑块—长木板模型，因涉及
摩擦力的分析判断、牛顿运动定律、匀变速运动等主
干知识，能力要求较高。

方法导学

１．滑块—木板模型类问题中，滑块摩擦力的分析方法与
传送带类似，但这类问题比传送带类问题更复杂，因
为木板往往受到摩擦力的影响也做匀变速直线运动，

处理此类问题要注意从速度、位移、时间等角度，寻找
它们之间的联系。

２．要使滑块不从木板的末端掉下来的临界条件是滑块
到达木板末端时的速度与木板的速度恰好相等。

【例４】　（多选）（２０１６·大庆实验中学模拟）如图，将小
砝码置于桌面上的薄纸板上，用水平向右的拉力将纸
板迅速抽出，砝码的移动很小，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惯性
演示实验。若砝码和纸板的质量分别为 Ｍ 和ｍ，各接
触面间的动摩擦因数均为μ，砝码与纸板左端及桌面右
端的距离均为ｄ。现用水平向右的恒定拉力Ｆ拉动纸
板，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纸板相对砝码运动时，纸板所受摩擦力的大小为

μ（Ｍ＋ｍ）ｇ
Ｂ．要使纸板相对砝码运动，Ｆ一定大于２μ（Ｍ＋ｍ）ｇ

Ｃ．若砝码与纸板分离时的速度小于 μｇ槡 ｄ，砝码不会从
桌面上掉下

Ｄ．当Ｆ＝μ（２　Ｍ＋４　ｍ）ｇ时，砝码恰好到达桌面边缘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本题的综合性较强，难度略大，应用摩擦

力公式求出摩擦力大小，知道拉动物体需要满足的条
件，应用牛顿第二定律与运动学公式即可正确解题。

同源异考

４－１．如图所示，长为Ｌ＝２ｍ、质量为Ｍ＝８ｋｇ的木板，
放在水平地面上，木板向右运动的速度ｖ０＝６ｍ／ｓ
时，在木板前端轻放一个大小不计，质量为ｍ＝２ｋｇ
的小物块。木板与地面、物块与木板间的动摩擦因
数均为μ＝０．２，ｇ＝１０ｍ／ｓ

２。求：
（１）物块及木板的加速度大小；
（２）物块滑离木板时的速度大小。

４－２．如图所示，薄板Ａ长Ｌ＝５ｍ，其质量Ｍ＝５ｋｇ，放
在水平桌面上，板右端与桌边相齐。在Ａ 上距右端

ｘ＝３ｍ处放一物体Ｂ（可看成质点），其质量 ｍ＝
２ｋｇ。已知Ａ、Ｂ间动摩擦因数μ１＝０．１，Ａ与桌面间
和Ｂ 与桌面间的动摩擦因数均为μ２＝０．２，原来系统
静止。现在在板的右端施加一大小一定的水平力Ｆ
持续作用在Ａ 上直到将Ａ 从Ｂ 下抽出才撤去，且使

Ｂ最后停于桌面的右边缘。（ｇ取１０ｍ／ｓ２）求：
（１）Ｂ运动的时间；
（２）力Ｆ的大小。

把握高考微点，实现素能提升
温馨提示：完成Ｐ０８９，专题微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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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力与运动

　考
前
顶
层
设
计
·
物
理

第３讲　力与曲线运动（一）———平抛、圆周和天体运动

考
情
分
析

主要考查题型 命题热点 思想方法

选择题为主

１．单独命题：（１）平抛运动规律；（２）圆周运动
规律；（３）天体运动、人造卫星运动和变轨
问题。

２．交汇命题：（１）平抛运动与圆周运动、功能
关系等综合问题的考查；（２）天体运动中的
超重、失重或卫星运动中的能量问题。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法、模型法、假设法、转换
研究对象法、逆向思维法等。

热点题型１　平抛运动问题的分析

知识导引

平
抛
运
动

条件
→
　
初速度沿水平方向，







只受重力作用

研究
→方法
运动的合




成与分解

水平方向
→

　

匀速直线


运动 ｖｘ ＝ｖ０，ｖｙ ＝ｇｔ

ｘ＝ｖ０ｔ，ｙ＝
１
２ｇｔ

→
２

竖直方向
→

　

匀加速直



线运动

方法导学

１．处理平抛（或类平抛）运动的基本方法是把运动分解
为水平方向的匀速直线运动和竖直方向的匀加速直
线运动，通过研究分运动达到研究合运动的目的。

２．要善于建立平抛运动的两个分速度和分位移与题目
呈现的角度之间的联系，这往往是解决问题的突
破口。

【例１】　（多选）（２０１６·浙江省杭州市五校联盟摸底）如
图所示，一网球运动员将球在边界处正上方正对球网
水平向前击出，球刚好过网落在图中位置（不计空气阻
力），相关数据如图，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击球点高度ｈ１ 与球网高度ｈ２ 之间的关系为ｈ１＝

１．８ｈ２

Ｂ．若保持击球高度不变，球的初速度ｖ０ 满足
ｇｈ１槡２ ＜

ｖ０＜
ｓ
ｈ１

２ｇｈ槡 １，一定落在对方界内

Ｃ．任意降低击球高度（仍大于ｈ２），只要击球初速度合
适，球一定能落在对方界内

Ｄ．任意增加击球高度，只要击球初速度合适，球一定能
落在对方界内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１）用运动分解的方法处理平抛运动的

实质是把曲线运动转化为两个方向的直线运动，应用
直线运动的规律求解分速度或分位移，再用运动的合
成得到合速度和合位移。
（２）平抛运动常与体育运动、生活相结合，解题时要能
够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物理模型。
（３）平抛运动的临界和极值问题要善于找出其临界条件，

例如例题中的刚好触网和刚好压界就是其临界状态。

同源异考

１－１．（２０１６·洛阳一模）如图
所示，离地面高ｈ处有甲、
乙两个小球，甲以初速度ｖ０
水平射出，同时乙以大小相
同的初速度ｖ０ 沿倾角为４５°的光滑斜面滑下，若甲、
乙同时到达地面，则ｖ０ 的大小是 （　　）

Ａ． ｇ槡ｈ２ 　　　　　　Ｂ． ｇ槡ｈ

Ｃ． ２ｇ槡 ｈ
２ Ｄ．２　 ｇ槡ｈ

１－２．（２０１６·安徽十校联考）如图
所示，将篮球从同一位置斜向上
抛出，其中有两次篮球垂直撞在
竖直墙上，不计空气阻力，则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从抛出到撞墙，第二次球在
空中运动的时间较短

Ｂ．篮球两次撞墙的速度可能相等

Ｃ．篮球两次抛出时速度的竖直分量可能相等

Ｄ．抛出时的动能，






















































第一次一定比第二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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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微点

　专
题
微
讲

热点题型２　圆周运动的动力学分析

知识导引

圆
周
运
动

动力学
分析

←








　

向
心
力
来
←








源

典
型
实 ←



例

←火车转弯
↓

水平面内的



圆周运动

←汽车过拱桥
↑

竖直面内的



圆周运动

描述 周期→ Ｔ
Ｔ＝ １




ｆ

角速度：ω＝ ΔθΔ→ 


ｔ

线速度：ｖ＝ ΔｓΔ→ 










←



ｔ

频率→ 

ｆ

向心加速度ａ＝ ｖ
２

Ｒ ＝ω２→

Ｒ

向心力：Ｆ＝→ ｍａ

方法导学

１．解决圆周运动力学问题要注意以下几点：
（１）要进行受力分析，明确向心力的来源，确定圆心以
及半径。

（２）列出正确的动力学方程Ｆ＝ｍｖ
２

ｒ＝ｍｒω
２＝ｍωｖ＝

ｍｒ４π
２

Ｔ２
。

２．竖直平面内圆周运动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速度通常
利用动能定理来建立联系，然后结合牛顿第二定律进
行动力学分析。

３．竖直平面内圆周运动的两种临界问题：

（１）绳固定，物体能通过最高点的条件是ｖ≥ ｇ槡Ｒ。
（２）杆固定，物体能通过最高点的条件是ｖ≥０。

【例２】　（多选）（２０１６·江西高安
中学九校联考）如图所示，水平
转台上的小物体Ａ、Ｂ通过轻弹
簧连接，并随转台一起匀速转
动，Ａ、Ｂ 的质量分别为ｍ、２　ｍ，

Ａ、Ｂ与转台的动摩擦因数都为

μ，Ａ、Ｂ离转台中心的距离分别为１．５ｒ、ｒ，已知弹簧的
原长为１．５ｒ，劲度系数为ｋ，设最大静摩擦力等于滑动
摩擦力，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当 Ｂ 受到的摩擦力为０时，转台转动的角速度

为 ｋ槡ｍ
Ｂ．当Ａ 受到的摩擦力为０时，转台转动的角速度

为 ２ｋ
３槡ｍ

Ｃ．当 Ｂ 刚 好 要 滑 动 时，转 台 转 动 的 角 速 度 为

ｋ
２　ｍ＋

μｇ
２槡 ｒ

Ｄ．当 Ａ 刚 好 要 滑 动 时，转 台 转 动 的 角 速 度 为

２ｋ
３　ｍ＋

２μｇ
３槡 ｒ

?听课记录：　

　

　

　

　

　

　

　

　
题后反思　

解决圆周运动动力学问题的一般步骤
（１）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
（２）确定其运动轨道所在的平面、圆心的位置以及半径。
（３）对其受力分析，明确向心力的来源。
（４）将牛顿第二定律应用于圆周运动，得到圆周运动中

的动力学方程，有以下各种情况，Ｆ＝ｍｖ
２

ｒ＝ｍｒω
２＝

ｍｖω＝ｍｒ４π
２

Ｔ２
＝４π２　ｍｒｆ２。解题时应根据已知条件进行

选择。

同源异考

２－１．（多选）（２０１６·运河中学第一次调研）一轻杆的
一端固定质量为ｍ的小球，以另一端为圆心在竖直
平面内做圆周运动，轻杆长为ｌ，以下说法中正确的
是 （　　）

Ａ．小球过最高点时，杆的弹力不可以等于零

Ｂ．小球过最高点时的最小速度为 ｇ槡ｌ
Ｃ．小球到最高点时速度ｖ＞０，小球一定能通过最高
点做圆周运动

Ｄ．小球过最高点时，杆对球的作用力可以与小球所
受重力方向相反

２－２．（２０１６·山东省桓台模拟）如图，

质量为 Ｍ 的物体内有光滑圆形轨
道，现有一质量为ｍ 的小滑块沿该
圆形轨道在竖直面内做圆周运动。

Ａ、Ｃ点为圆周的最高点和最低点，Ｂ、Ｄ 点是与圆心

Ｏ 同一水平线上的点。小滑块运动时，物体 Ｍ 在地
面上静止不动，则物体 Ｍ 对地面的压力ＦＮ 和地面
对Ｍ 的摩擦力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

Ａ．小滑块在Ａ点时，ＦＮ＞Ｍｇ，摩擦力方向向左

Ｂ．小滑块在Ｂ点时，ＦＮ＝Ｍｇ，摩擦力方向向右

Ｃ．小滑块在Ｃ点时，ＦＮ＝（Ｍ＋ｍ）ｇ，Ｍ 与地面无
摩擦

Ｄ．小滑块在Ｄ 点时，ＦＮ＝（Ｍ＋ｍ）ｇ，摩擦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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