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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编写说明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专版《精讲精练》是引领、指导和规范学生学习活动的

教学用书。《精讲精练》随着六盘山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而逐步成熟、完

善，是六盘山高级中学新课程改革的结晶，凝聚了新课程改革九年来六盘山高

级中学教师的智慧与创造。

自 2004年秋季新课程实施以来，我们成立了“六盘山高级中学课堂行动研

究课题组”，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新课程标准下课堂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寻

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追求教学活动的规范化、有序化和有效化，推进课堂教

学改革，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几经修改，最

终形成了对学生学习行为具有引领、指导和规范作用的学习活动方案———宁夏

六盘山高级中学专版《精讲精练》。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专版《精讲精练》的编写，在充分考虑学情和贯彻新课

程理念的基础上，落实课程标准精神，注重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整体考虑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和谐发展，落实基础，强调能力，突出创

新。该丛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因丛书体例
本丛书通过点拨具有启发性的学习技巧、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精心设

计研讨式的探究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感悟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物理分册主

要设置以下几个板块：

学习目标 提示本章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和学习要求。

学法指导 提示本章学习思路，指导学习重点和难点的突破方法，点拨学

习技巧。

学习导读 提供本课学习准备知识，阐释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引导学生

获取知识，夯实基础，形成能力。

例题精讲 针对学习重点和难点，选取符合学习目标，命制科学、规范的典

型试题进行剖析，点拨解题思路，提供探究所需的方法和技巧。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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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堂精练 根据每节课的重点和难点设置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达标测评 体现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针对学习目标设置新情景和新问

题，检测和巩固学习结果。

拓展延伸 着眼于课堂知识的拓展、延伸和深化。选取典型案例引导学生

实现新旧知识的整合与迁移以及认识的提升与发散。

收获感悟 培养学生的反思习惯，引导学生对本课学习内容进行总结、思

考和质疑，形成学习收获、感悟及体会。

趣味阅读 选择与本课内容相关的学科信息与资料链接，开拓学生视野，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

另外，每章后附有本章能力检测试题（分 A卷和 B卷，A卷强调基础性，B

卷强调提高和综合），供学生自我检测之用。

因使用建议
自主学习 新课程倡导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本丛书各板块的设置特别关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希望同学们借助这些板块，

在学习中主动观察、思考、表达、探究，逐步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

循序渐进 丛书力求遵照同步学习的客观规律，在板块设置、内容安排、方

法应用、能力考查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梯度性和渐进性，逐步从基本要求向较

高要求递进。学习中要充分关注这一特点，以学习板块为顺序，由浅入深，循序

渐进。这样，才能保证理想的学习效果。

学以致用 各板块的设置和习题的选取，充分考虑了其实用性、新颖性和

探究性，选用了大量与实际生产、社会生活、中外时事和科技发展相关的问题。

学习过程中要以此为契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实现书本、课堂向社会、生活的

延伸，将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落到实处。

但愿本丛书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好帮手。

受水平所限，本丛书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使丛书的质量不断提高，日臻完善。

《精讲精练》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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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描述

学习目标

运动学中主要有四大物理量，即位移 x、速度 v、加速度 a、时间 t，本章的核心就是建立这四
大物理量的概念。准确掌握这四大物理量的概念，不仅可以学好本章内容，而且为下一章乃至

对整个运动学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本章是高中物理的开篇内容，决定

了你能否入门高中物理，而此时又是大家刚进入高中注意力相对不集中的时候，希望同学们认

真把握。

学法指导

机械运动是关于物体空间位置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包括变化的大小、方位、快慢等，具有鲜明

的“时空关系”。物体位置变化的大小、方位用位移 x描述，物体位置变化的快慢用速度 v 描述。所
以，只要我们抓住了一个机械运动的位移 x和速度 v 随时间 t的变化关系，这个运动我们即可掌
握。加速度 a则表示速度变化的快慢，是运动学中的关键物理量，不易理解且容易混淆。另外，物
体位置是否变化需要一个参照———参考系。为研究方便，避免无关或次要因素的干扰，需要将研

究对象理想化———质点。

本章属概念教学，对概念的学习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其物理含义。其中位移 x、速度 v、加速度 a
这三个物理量是矢量，矢量有其独特的运算规则，这是同学们以前不曾接触过的，一定要站在矢

量的高度上把握这三个物理概念。对时间 t的学习，要注意与时刻的区别以及时间的计量方法。
时间 t是标量，遵循代数运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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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质点 参考系和坐标系

学习导读

1. 物体总是千差万别，且各点的运动还不一样，但如果物体的规格和形状甚至各点运动的差
异对运动的研究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时，就可以把物体看作一个点，这就是 。

2. 研究物体的位置变化（即运动）时，总要选定一个作为标准的其他物体，这样的物体就叫
。选取的参考系不同，同一物体的运动情况也不同。在研究地面物体的运动时，一般

选取 为参考系。我们通常所说的诸如水在流、鸟在飞等都默认这样的规定。

3. 图象法常作为一种重要的物理研究方法。为了用图象研究物体的位置，可以建立坐标系，
用一组坐标来表示物体的空间位置及位置的变化。经常用到一维、二维坐标的情形。

例题精讲

例 1：银川市黄河路从宁夏六盘山高中路口向东标志性地点依次为：约 1.0 km处是宁大南校区，
约 2.0 km处是金凤区政府，约 3.0 km处是西门。请你建立一个坐标系，以六盘山高中路口为坐标
原点，分别标出这四个地方的位置。

解析：由于运动路线是直线，只需用一维直线坐标系就可以表达这四个地方的位置。如图

所示。

宁大
南校区

金凤区
政府

西门

0 1.0 2.0 3.0
x/km

六盘山
高中路口

例 2：以下关于质点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体积小的物体就可以视为质点
B. 体积大的物体一定不能视为质点
C. 各部分运动状态完全一致的物体可视为质点
D. 在某些情况下，地球也可以视为质点

解析：物体能否看作质点，在于物体在题目中的具体情形，不能单纯地以大小而论。体积小的

物体不一定能视为质点，例如原子很小，但在研究原子核的构造时，不能把它看作质点；而地球很

大，但研究地球绕太阳的公转时就可将它看作质点。因此 AB选项均错。D选项正确。如果物体
的各个部分运动情况都完全一致（平动），就可用一个点代替整个物体来研究物体的运动，这种情

况下物体可视为质点，C选项正确。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形，对如同火车过桥的问题，虽然火车各部
分运动完全一样，也不能把火车再当作质点来研究了。故 C、D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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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两辆汽车在平直的公路上行驶，甲车内的人看见窗外的树木向东移动，乙车内的人看
见甲车没有动，如果以地面为参考系，上述事实说明（ ）。

A. 甲车向西运动，乙车没有动 B. 乙车向西运动，甲车没有动
C. 甲车向西运动，乙车向东运动 D. 甲乙两车以相同的速度向西运动

解析：以甲车为参考系，树木向东移动，说明甲车相对于地面是向西运动的，而选乙为参考系

时，甲车不动，说明两车相对静止，它们的运动情况是相同的，故选 D。想一想，如果乙车内的人发
现甲车向东运动，以地为参考系，乙车如何运动？

随堂精练

1. 下列关于质点的判断正确的是（ ）。

A. 质点是指很小的物体
B. 在平直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可视为质点
C. 巨轮停在海面上某一位置时，可视为质点
D. 杂技演员做空翻动作时，可视为质点

2.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甲、乙两车以相同速度同向行驶，若观察结果为两车都是静止的，则选定的参考系一定
是其中一辆车

B. 甲、乙两车同向行驶，相对距离不变，若以甲车为参考系，则乙车是静止的
C. 甲、乙两车同向行驶，速度大小不变，若以甲车为参考系，则乙车是静止的
D. 甲、乙两车同向行驶，选择其中一辆为参考系，两车都是静止的

3. 地球同步卫星好像“挂”在天空中不动，这是以 为参考系观察的结果。“坐地日行

八万里”是以 为参考系的。

4. 匀速运动的汽车上乘客伸出的手掉下一个苹果，在 看来苹果做的是直线运动，而在

看来却做的是曲线运动。（选填“同坐在车内的人”“路旁站着的人”或“苹果内的一个虫子”）

达标测评

1.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运转中的地球不能看作质点，而原子核可以看作质点
B. 研究火车通过路旁一根电线杆的时间时，火车可看作质点
C. 研究乒乓球的发球技术时，不能把其看作质点
D. 研究在平直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的速度时，可将汽车看作质点

2. 火车在笔直的轨道上行驶，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选地面为参考系，行李是运动的
B. 选乘客为参考系，路轨是不动的
C. 选地面为参考系，坐在车厢中的乘客是不动的
D. 选火车为参考系，路旁的房屋在运动

第一章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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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讲精练 高中物理·必修 1

3. 下列关于质点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质点是个理想化的模型，实际并不存在
B. 因为质点没有大小，所以与几何中的点没有区别
C. 凡轻小的物体都可看作质点
D. 如果物体的大小和形状对所研究的问题属于无关或次要问题，就可将其看作质点

4.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研究物体的运动，首先必须选定参考系
B. 参考系必须选定地面
C. 研究同一物体的运动时，选取地面或相对地面静止的物体为参考系，所得出的关于物
体运动的结论是相同的

D. 选取不同的参考系，所得出的关于物体运动的结论可能是不相同的
5. 下列物体或人可看作质点的是（ ）。

A. 研究跳水运动员在跳水比赛中的动作
B. 奥运冠军在长跑中研究速度与时间
C. 研究一列从银川发往北京的火车的运动速度与时间
D. 我国科学考察船去南极途中的速度与时间

6. 甲、乙、丙三架观光电梯，甲中乘客看一高楼向下运动，乙中乘客看甲在向下运动，丙中乘
客看到甲、乙都在向上运动，这三架电梯相对地面的可能运动情况是（ ）。

A. 甲向上、乙向上、丙不动 B. 甲向上、乙向下、丙不动
C. 甲向上、乙向上、丙向下 D. 甲向上、乙向上、丙也向上，但比甲乙都慢

拓展延伸

研究自行车车轮的转动和研究自行车的速度时，哪种情况可将自行车看作质点？哪种不能？

为什么？

收获感悟

通过本节内容的学习，请同学们观察身边的有关现象，能否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对同一物体的

运动，由于参考系选取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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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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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时间和位移

学习导读

1. 时间所指的意义并不一样。什么时间了？过了多长时间了？前者表示时刻，是一个时间点；
而后者却表示经历的时间段、时间间隔，简称 。要明确区分时刻和时间。

2. 我们已经习惯了用路程表示物体运动的远近，而路程是无法表示物体位置的改变的。一个
物体绕了一大圈最后回到原来的位置，路程很远，可是位置却并没有改变。把物体从初位置指向

末位置的有向线段叫作 。

3. 在物理学中，用 代表有大小也有方向的物理量，而用 表示只有大小

却没有方向的物理量。你认为质量是矢量还是标量？力是矢量还是标量？

例题精讲

例 1：以下计时数据指时间间隔的是（ ）。

A. 六盘山高中的早读时间是 7：20 B. 火车因故晚点 12分钟
C.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19：00开播 D. 3年一晃就过去了

解析：A、C两项数据指时刻，指发生这一事件的时间点；而另两项显然指这件事进行的时间
长短，是时间间隔。故 B、D正确。

例 2：关于路程和位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沿直线运动的物体，位移和路程是相等的
B. 质点通过一段路程，其位移可能是零
C. 质点沿不同的路径由 A 运动到 B，其路程可能不同，而位移是相同的
D. 质点运动的位移的大小可能大于路程

解析：沿直线运动的物体，若没有往复运动，也只能说位移的大小等于路程，但不能说位移等

于路程，因为前者是矢量，后者是标量。若有往复，连大小也不相等了。在有往复的直线运动和曲

线运动中，位移的大小总是小于路程的。位移只取决于始末位置，与路径无关，即与路程无关，而

路程却直接与路径相关。故 B、C正确。
例 猿：如图所示，一个物体从 A 点运动到 B 点，初位置的坐标是 xA=3 m，末位置的坐标是

xB=-2 m，它的位置变化 驻x=？位移是多少？
解析：驻x=xB原xA=［（原2）原3］m=原5 m，驻x为坐标变

化，即物体位置的变化，也就是物体的位移，其大小为

5 m，位移为负值，表示位移的方向沿 ox轴的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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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精练

1. 以下数据指时刻的是（ ），指时间间隔的是（ ）。

A. 某运动员跑百米用时 11.70 s B. 第 5 s末
C. 2009年 6月 8日早 9：00我们将进行高考语文考试 D. 课间 10分钟
E. 我校早晨第一节课的上课时间是 8：10 F. 5 s内

2. 关于位移和路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物体沿直线向某一方向运动，通过的路程就是位移
B. 几个运动物体有相同位移时，它们的路程也一定相同
C. 几个运动物体通过的路程不同，但它们的位移可以相同
D. 物体通过的路程不等于零，其位移也一定不等于零

3. 一个物体从 A 点运动到 B点，则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A. 物体的位移大小一定等于路程
B. 物体的位移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
C. 物体位移的大小总是小于或等于它的路程
D. 物体的位移是直线，而路程是曲线

4. 某人沿着半径为 R 的水平圆周跑道跑了 1.75圈时，他的（ ）。

A. 路程和位移大小均为 3.5仔R B. 路程和位移大小均为 R

C. 路程为 3.5仔R，位移的大小为 2姨 R D. 路程为 园.5仔R、位移为 2姨 R
5. 如图所示，某物体沿两个半径为 R的半圆弧由 粤 经 月运动到 C，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A. 物体位移的大小为 4R，方向向东
B. 物体位移的大小为 2仔R，方向向西
C. 物体的路程等于 4R，方向向东
D. 物体的路程等于 2仔R

达标测评

1. 某市出租车的收费标准有 1.2元/公里、1.6元/公里、2.0元/公里……其中的“公里”指的是
路程还是位移？

2. 关于位移与路程正确的说法是（ ）。

A. 位移和路程是相同的物理量
B. 路程是标量，表示位移的大小
C. 位移是矢量，位移的方向即表示质点运动的方向
D. 若物体做单一方向的直线运动，位移大小等于路程

006



3. 小球从 A 点出发，沿图中半径为 R 的圆周顺时针方向转动，小球转过
2周时，发生的位移是 ；这一过程小球通过的路程是 。

4. 小球从 2 m高处落下，被水平地面竖直弹回，在 1 m高处被接住，则小球
通过的路程和位移分别是多少？位移的方向呢？

拓展延伸

1. 物体的位移随时间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图象表示，右
图中 A、B两线分别表示两物体做直线运动的 v-t图象，由
图确定 A、B两物体各做什么运动？

2. 氢气球升到离地面 80 m高空时从氢气球上掉下一物体，物体因惯性又上升了 10 m高度
后开始下落，若取向上为正向，则物体从掉落开始至地面时的位移和经过的路程分别为（ ）。

A. 80 m，100 m B. -80 m，100 m
C. 90 m，180 m D. -90 m，180 m
趣味阅读

海岸线有多长

美国数学家芒德波罗提出了一个貌似简单但又十分有趣的问题：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答案

是其长度并不确定，长度的测量与直尺的长度有关。粗看起来好像很荒唐，然而仔细想起来并非

没有道理。我们知道，海岸线弯弯曲曲，形成了无数港湾。当我们用一根长度 10千米的直尺测量
某一段海岸线时，会得到某个长度。但如果用一根 1千米的直尺测量同一段海岸线时，你就会发
现，它的长度变大了。乍一看，一定是测量有误，其实，这一结果并没错，因为海岸线是曲折的。假

定一段海岸线两个端点间的长度正好是 10千米，当人们以 10千米的直尺测量时，就说这段海岸
线的长度是 10千米，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这根直尺去测量海岸线弯曲的部分。但如果用 1千米
的直尺测量时，这段海岸线的长度一定大于 10千米吗？完全正确。要是用 100米的直尺测量时，
它的长度会不会更长呢？会，因为有很多海岸线的弯曲部分没有被测出来。于是可以想象，直尺越

短，这段海岸线的测量值越长。这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段海岸线的长度到底能不能准确

测量呢？赶快和同学讨论一下吧！

·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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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感悟

在学习了本节内容的基础上，你对时间间隔、时刻及位移、路程和位置有什么可归纳和

总结的？

第三节 运动快慢的描述———速度

学习导读

1. 位移是表示质点位置改变的大小和方向。速度是位移与发生这一位移所用时间的比值，是
用来表示运动的 ，即表示位置变化的快慢，用 v= x

t 表示。这与初中所学的速度是有区别

的，想想有什么区别？

2. 运动的快慢总是不断变化的，用公式 v= x
t 计算的是平均快慢程度，叫 。为

了准确表示各点各时刻运动的快慢，常将 t取得很小，就可以用这很短时间的平均速度表示时刻

t的瞬时速度。当 t接近于零时，v= x
t 即为该时刻的 。

3. 速度是矢量，速度的大小叫速率。经常所说的速度往往就是速率。初中所学的速度是指路
程与时间的比值，叫平均速率。

4. 想一想，一位同学绕操场跑了一圈，其平均速度和平均速率一样吗？
例题精讲

例 1：下面关于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若物体在某段时间内每时刻的瞬时速度都等于零，则在这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一定
等于零

B. 若物体在某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等于零，则在这段时间内任一时刻的瞬时速度一定
等于零

C. 匀速直线运动中任意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都等于它任一时刻的瞬时速度
D. 变速直线运动中任意一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一定不等于它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

解析：若物体在某段时间内每时刻的瞬时速度都等于零，则物体静止，平均速度等于零，故 A
正确；但物体在某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等于零，任一时刻瞬时速度不一定为零，如物体做圆周运

动旋转一周，平均速度为零，每时刻的瞬时速度不为零，故 B错；匀速直线运动的速度恒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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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时刻的瞬时速度都相等，且等于任一时间段的平均速度，故 C正确；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在
不断变化，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完全可能等于某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故 D错。

例 2：在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我国著名运动员刘翔在 110 m栏项目中，以 12.91 s的骄
人成绩力压群雄，一举夺得金牌，并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假定他在起跑后 10 m处的速度是 8.0 m/s，
到达终点时的速度是 9.6 m/s，则他在全程中的平均速度约为（ ）。

A. 8.0 m/s B. 9.6 m/s C. 8.8 m/s D. 8.5 m/s
解析：据平均速度的定义 v= s

t = 11012.91 m/s=8.5 m/s，故 阅项正确。
例 3：某物体沿一条直线运动，（1）若前一半时间内的平均速度为 v1，后一半时间内的平均速

度为 自2，求全程的平均速度。（2）若前一半位移的平均速度为 v1，后一半位移的平均速度为 v2，全

程的平均速度又是多少？

解析：（1）设全程所用的时间为 t，则由平均速度的定义知：

前一半时间内的位移为 s1= v1 t2
后一半时间内的位移为 s2= v2 t2
全程时间内的位移为 s= s1+s2=（v1+v2）t2
全程的平均速度为 v= s

t = 员圆（v1+v2）

（2）设全程所用的时间为 s，则由平均速度的定义知：

前一半时间内的时间为 t1= s圆v1

后一半时间内的时间为 t2= s圆v2

全程所用时间为 t=t1+t2= s（v1+v2）2v1v2

全程的平均速度为 v= s
t = 2v1v2

v1+v2

随堂精练

1. 对于做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 ）。

A. 物体在第 2 s内的速度是 4 m/s B. 物体在第 3 s末的速度是 4 m/s
C. 物体在通过第 4 m的速度是 6 m/s D. 物体通过第 5 m中点位置的速度是 8 m/s

在以上叙述中，表示平均速度的是 ，表示瞬时速度的是 。

2. 物体沿直线前进，在第一个 10 s内的位移为 50 m，第二个 10 s内的位移为 45 m，此物体
在第一个 10 s内的平均速度的大小为 m/s，在第二个 10 s内的平均速度的大小为 m/s，
在整个 20 s内的平均速度的大小为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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