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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力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１　　　　

第七章　力
第１节　力

　预 习 热 身

一、力

１．为了研究问题方便，在物理学中常把生活中所说的

“推”“拉”“吸引”等概括为“作用”。这样，我们可以

说，力是　　　　对　　　　的作用。

２．发生作用的两个物体，一个是　　　　物体，另一

个是　　　　物体。

３．在物理学中，力用符号　　　　表示，它的单位是

　　　　，简称　　　　，符号是　　　　。托起

两个鸡蛋所用的力大约是　　　　 Ｎ。

二、力的作用效果

１．力能改变物体的　　　　，使它发生　　　　。

２．在物理学中，物体由静止开始　　　　或由运动变

为　　　　、物体运动的　　　　　或　　　　　
发生改变，这几种情况都叫做“物体的　　　　　”

发生了变化。实验现象表明，力可以改变物体

的　　　　。

三、力的三要素和力的示意图

１．我们把力的　　　　、　　　　、　　　　叫做力

的三要素。

２．物理学中通常用一条带箭头的线段表示　　　。

在受力物体上沿着　　　　的方向画一条线段，在

线段的末端画一个箭头表示力的　　　　，线段的

起点或终点表示力的　　　　。在同一图中，力越

大，线段应该　　　　。有时还可以在力的示意图

上用　　　　和　　　　标出力的大小。于是，这

样一条带箭头的线段就把力的　　　、　　　、

　　　　都表示出来了。

　　【温馨提示】　力的示意图的画法：

①确定受力物体、力的作用点和力的方向；

②从力的作用点沿力的方向画一根带箭头的线

段，表示力的作用线，箭头表示力的方向；

③力的作用点可用线段的起点表示，也可用终点

表示；

④表示力的方向的箭头必须画在线段的末端。

三、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施力时，另一个物体也同

时对它施加　　　　的作用。也就是说，物体间

力的作用是　　　　的。

　　【温馨提示】　（１）力不能脱离物体而单独存在。

发生力的作用时一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有力

存在必有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

（２）物体间力的作用是同时发生、同时消失的，没

有先后之分。

　思考与探究

【问题１】生活中有如下一些观象：①人推车；②汽车拉

拖车；③手向上提箱子；④人压弹簧；⑤磁铁吸引

铁屑。你能从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吗？

【问题２】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男主角最后悟出

了神功“如来神掌”，在与“火云邪神”决斗时，手一

伸使出“如来神掌”，远处的一栋楼房都被击穿了

一个巨大的洞……真的有这种“不与物体接触就

能打击对方”的神功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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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下）　物理

２　　　　 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
　　　　　　　 　

　　【例１】　指出以下几种情况的施力物体和受力

物体。

（１）人推车前进时，人推车的力：施力物体是　　

　　，受力物体是　　　　。

（２）桌子上放着文具盒，文具盒压桌子的力：施力

物体是　　　　，受力物体是　　　　。

（３）磁铁与铁钉相互吸引，磁铁受到的力：施力物

体是　　　　，受力物体是　　　　。


　　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一个力存在必须要有

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又因为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如：人推车，人对车有作用力，同时车对人也有反作

用力，故在没有确定研究对象时，受力物体同时也是

施力物体，施力物体同时也是受力物体，但确定研究

对象之后，一般就认为研究对象是受力物体，另一个

物体即为施力物体




























。

　　【答案】　（１）人　车

（２）文具盒　桌子

（３）铁钉　磁铁

　　【例２】　下列给出的现象中，运动状态不发生变

化的是 （　　）

Ａ．钟表来回摆动

Ｂ．子弹由枪口射出

Ｃ．地球绕太阳运动

Ｄ．跳伞运动员沿竖直方向匀速落下来


　　选项Ａ中“钟表来回摆动”是运动方向在改变；

选项Ｂ中“子弹由枪口射出”是运动快慢和方向都发

生变化；选项Ｃ中“地球绕太阳运动”是绕椭圆轨道

运动，方向在不断变化；选项Ｄ中“跳伞运动员沿竖

直方向匀速落下来”，运动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都

不变


























。

　　【答案】　Ｄ

【点拨】　运动状态的改变，观察两个因素：速度

大小和方向，有一个因素变化或二者都变化则运动状

态改变。

【例３】　图７－１－１中是物理教材中的两幅插

图，甲图表示小铁球受磁铁作用力的情况，说明力可

以改变物体的　　　　　　　　；乙图是坐在船中的

人用手推另一只船时，自己坐的船同时后退，说明物

体间力的作用是　　　　。

图７－１－１


　　从题中甲图可看出，运动的小球受磁铁的作用

后，运动轨迹发生了改变，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

动状态，而乙图中用力推一只小船时，另一只船向后

移动，说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

　　【答案】　运动状态　相互的

　　【例４】　水平冰面上有一重为３００Ｎ的雪橇，受

到的拉力为３５Ｎ，方向与水平面成３０°角。请在图７－

１－２中画出雪橇所受到拉力的示意图。

图７－１－２


　　雪橇受到的拉力沿绳子方向，力的作用点Ｏ在

雪橇和细绳的交点处，所以过交点沿细绳方向画线

段，在末端画出箭头，表示力的方向，在箭头旁标出

所画力的符号和大小


















。

　　【答案】　如图７－１－３所示。

图７－１－３

【点拨】　作力的示意图时，先找出力的作用点，

再在力的方向上画出线段，最后标上箭头和力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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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力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３　　　　

一、选择题

１．拿起下列物体时，所用的力大约是１Ｎ的是 （　　）

Ａ．一个西瓜 Ｂ．一头母牛

Ｃ．两个鸡蛋 Ｄ．一张作业纸

２．下列关于力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Ａ．一个物体就能产生力的作用

Ｂ．彼此不直接接触的物体之间也可能有力的作用

Ｃ．彼此不直接接触的物体之间不可能有力的作用

Ｄ．彼此直接接触的物体间一定有力的作用

３．关于影响力的作用效果的因素，下列说法中正确的

是 （　　）

Ａ．只与力的大小有关

Ｂ．只与力的方向有关

Ｃ．只与力的作用点有关

Ｄ．与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都有关

４．“南辕北辙”这个成语的本义是某人要去南方办事，

却赶着马车往北方跑，结果离目的地越来越远。它

说明了 （　　）

Ａ．力的大小不同，作用效果不同

Ｂ．力的方向不同，作用效果不同

Ｃ．力的作用点不同，作用效果不同

Ｄ．以上三个方面均有

５．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从物理的角度解释，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 （　　）

Ａ．一个巴掌的力太小

Ｂ．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Ｃ．一个巴掌的质量太小

Ｄ．力可以离开物体单独存在

６．用手推开一扇窗，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只要用力大，推什么地方效果都一样

Ｂ．只要用力大，向什么方向推效果都一样

Ｃ．用力的大小、推的位置和推窗用力的方向，都将

影响开窗的效果

Ｄ．以上说法都不对

７．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图中各图能生动体现这

一规律的是 （　　）

８．下列四个事例中，其中与另外三个力所产生的效果

不同的是 （　　）

Ａ．人对拉力器的作用力可使弹簧伸长

Ｂ．杆对台球的作用力可使台球由静止开始运动

Ｃ．守门员对足球的作用力可使运动的足球静止

Ｄ．拦网队员对排球的作用力可使排球改变运动

方向

二、填空题

９．在跳板跳水这一运动项目中，运动员对跳板施力的

同时，也受到跳板对他的作用力，但这两个力的作

用效果却不同，前者主要改变了跳板的 　，

后者主要改变了运动员的　　　　　　。

图７－１－４

１０．如图７－１－４所示，穿旱冰鞋的小强

用力推墙，结果他离墙运动起来，这

说明　　　　与　　　　之间发生

了力的作用。若以小强为研究对象，

施力物体是　　　　，受力物体是

　　 　 　。若以墙为研究对象，施力物体是

　　　　，受力物体是　　　　。这个实例表明

物体间力的作用是　　　　的，力可以改变物体

的　　　　。

三、作图题

１１．在图７－１－５中画出摆球受到的拉力的示意图。

图７－１－５

　 　 　

构成我们学习的最大障碍是已知的东西，不是未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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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下）　物理

４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素 能 提 升

一、选择题

１．关于马拉车前进，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
Ａ．马对车有向前的拉力，车对马有向后的拉力
Ｂ．马和车各自既是施力物体同时又是受力物体
Ｃ．马对车的拉力大于车对马的拉力，所以车前进
Ｄ．马所受力的施力物体有地球、地面和车

图７－１－６

２．如图７－１－６所示，用大小
不同的力，以相同的方式作
用于塑料尺的同一点，塑料
尺弯曲的程度不同。此现象
表明影响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是力的 （　　）
Ａ ． 作 用 点

Ｂ．方向
Ｃ．作用时间 Ｄ．大小

二、填空题
３．暴风雨来临前，狂风把小树吹弯了腰，把落叶吹得
漫天飞舞，从力的作用效果分析，风力使小树发生
了　　　　，使落叶的　　　　发生了改变。

４．一天，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一个交警前来
处理，说：“我一定要找出是哪辆车先撞的。”请你从
物理的角度分析，这个交警能否找出哪辆车？答：
　　　　，这是因为物体间力的相互作用总是　　
　　　　发生的。

三、实验探究题
５．请利用一只氢气球，设计两个不同的力学实验，并
完成表格。

操作方法 实验现象 物理知识

示例１
用手捏
气球

感觉气球
也在挤手

力的作用
是相互的

实验１

实验２

　创 新 探 究

６．找一根钢片（钢条或竹片），将它的下端固定起来。

如图７－１－７甲、乙所示，用手指以较小和较大的两

个力推钢片；再按图丙所示从右边推钢片；最后如

图丁所示，把手指到钢片中下部用力推。观察前后

几次钢片的形变情况进行猜想和探究。

（１）猜一猜：　　　图中钢片弯曲程度最大，　　　
图中的钢片弯曲程度最小；

（２）探究如图甲、乙的现象说明力的作用效果 　

　；

（３）探究图甲、丙的现象得出结论 　

　；

（４）探究图甲、丁的现象得出结论 　

　。

图７－１－７

１．（２０１２·绍兴）如图７－１－８所示实验，表示力的作

用效果与 （　　）

图７－１－８

Ａ．力的大小有关

Ｂ．力的方向有关

Ｃ．力的作用点有关

Ｄ．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都有关

２．（２０１２·河南）小亮参加立定跳远考试，起跳时他用

力向后蹬地，就能向前运动，一是利用了物体间力

的作用是　　　　，二是利用了力可以改变物体的

　　　　。

３．（２０１２·重庆）如图７－１－９为小明拉车的情景，请

画出绳子对车的拉力示意图。（力的作用点Ａ已画

出）

图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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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力

　　　
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掉时间相比了。 ５　　　　

第２节　弹力

　预 习 热 身

一、弹力

１．弹性：物体受力时会发生　　　　，不受力时，又

　　　　　　　　　　　　　的特性。

２．塑性：物体受力时发生形变，形变后　　　　　　

　　　　　的特性。

　　【温馨提示】　物体的弹性和塑性是相对的。发

生弹性形变的物体，如果用力过大，将不能恢复原来

的形状。比如弯曲直尺，如果用力过大将会将其折断。

３．弹力

（１）定义：物体由于　　　　　　而产生的力叫做

弹力。

（２）举例：　　　　、　　　　、支持力等。

４．物体的弹性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　　　
到原来的形状。例如，使用弹簧时不能超过它的

　　　　　　　　，否则会使弹簧损坏。

二、弹簧测力计

１．作用：测量　　　　的大小。

２．原理：在弹性限度内，弹簧受到的拉力　　　，弹簧

的伸长量就越长。

３．使用方法：

（１）使用弹簧测力计的时候，首先要看清它的　　

　　。加在弹簧测力计上的力不允许超过它的

　　　　　，否则会损坏弹簧测力计。

（２）练习使用弹簧测力计

①观察弹簧测力计的量程，并认清它的每个小

格表示　　　　。

②检查弹簧测力计的指针是否指在　　　　
上，如果不在，应该把指针调节到　　　　上。

③用手拉弹簧测力计的　　　　，分别使指针

指到１Ｎ、３Ｎ、５Ｎ的位置，感受１Ｎ、３Ｎ、５Ｎ
的力。

　　【温馨提示】　使用前，最好轻轻拉挂钩几次，防

止弹簧夹在外壳上。使用时，必须使作用在挂钩上的

拉力的方向沿着弹簧测力计弹簧的中轴线，避免弹簧

测力计的弹簧、指针与外壳之间产生摩擦而带来较大

的误差。

４．其他形式的测力计　　　、　　　、　　　等。

　思考与探究

【问题】在使用弹簧测力计时，若误将弹簧测力计上下

拿反，把物体挂在了拉环上，测量结果与实际值相

比有什么变化？

　　【例１】　（多选）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弹力是由于物体发生弹性形变而产生的力

Ｂ．只有弹簧才能产生弹力

Ｃ．支持力、压力、拉力都属于弹力

Ｄ．坐在凳子上的人，受到的支持力是因为人的形

变而产生的弹力


　　物体的形变有两种：一种是弹性形变；一种是塑

性形变。弹力发生在直接接触并发生挤压的弹性形

变的物体之间，故 Ａ正确；任何发生弹性形变的物

体都会对与它相接触的物体产生弹力，所以Ｂ错；支

持力、压力、拉力是从力产生的效果来加以区分的，

从力产生的本质上看，它们都是由于物体发生形变

而产生的，所以压力、支持力、拉力都是弹力，故Ｃ正

确；人受到的支持力的施力物体不可能是人自己，人

坐在凳子上受到的支持力是因为凳子的形变产生的

弹力，故Ｄ错误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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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下）　物理

６　　　　 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
　　　　　　　 　

　　【例２】　使用弹簧测力计时，下面说法中错误的

是 （　　）

Ａ．使用弹簧测力计时必须竖直放置，不得倾斜

Ｂ．使用前必须检查零点是否准确

Ｃ．使用中，弹簧、指针、挂钩不得与外壳摩擦

Ｄ．使用时，必须注意所测的力不能超过弹簧测力

计的测量范围


　　本题考查的是弹簧测力计的使用注意事项：测

量前，观察指针是否指在零点上，否则要将指针调到

零点；测量时作用在挂钩上的力必须沿着弹簧测力

计的轴线；读数时，应让视线垂直于刻度板面；测量

时不可用力猛拉弹簧或让弹簧测力计长久受力，以

免损坏。由以上注意事项可知，弹簧可以倾斜，只要

能保证作用在挂钩上的力沿着测力计的轴线就可

以，例如，测量沿斜面方向物体对弹簧测力计的

拉力




































。

　　【答案】　Ａ
【点拨】　使用弹簧测力计前要观察三个方面的

内容：①观察量程，是为了选取量程合适的测力计，以

保证加在弹簧测力计上的力不能超过其量程；②观察

分度值，有利于快速准确地读数；③观察指针是否对

准零刻度线，如果不是，校零，若调不到零，则要记好

零点误差。

一、选择题

１．通常情况下，下列物体都能发生弹性形变的一组是
（　 ）

Ａ．揉好的面团、橡皮泥、弹簧

Ｂ．弹簧、橡皮筋、木板

Ｃ．钢板、木条、泥团

Ｄ．钢板、铁块、橡皮泥

２．下列所提到的力不是弹力的是 （　　）

Ａ．吊绳对水桶的拉力　　

Ｂ．桌面受到茶杯的压力

Ｃ．汽车刹车时受到减震的缓冲力

Ｄ．使瀑布下落的力

３．关于弹簧测力计上零刻度的意义，下列说法中错误

的是 （　　）

Ａ．弹簧的长度为零

Ｂ．弹簧的伸长为零

Ｃ．弹簧所受的拉力为零

Ｄ．指针的初始位置

４．下列关于弹性和塑性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弹簧等物体在受力时具有弹性，不受力时具有

塑性

Ｂ．橡皮筋具有弹性，有弹性限度，弹簧的弹性很强，

没有弹性限度

Ｃ．具有弹性和塑性的物体在受力时，都会发生形

变，都在形变的过程中产生弹力作用

Ｄ．任何物体的弹性都有一定限度，超过其弹性限度

都会被损坏

５．下列事项不是使用弹簧测力计时的注意事项的是
（　　）

Ａ．实验前查看弹簧测力计的最大范围，以防加在弹

簧测力计上的力超过它的量程

Ｂ．实验前查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刻度线上，若没有，

应及时调节

Ｃ．测力时一定要使弹簧测力计的轴线与拉力方向

一致，以免由于弹簧测力计指针、弹簧与外壳发

生摩擦而影响测量结果

Ｄ．测量同一个力的大小，一定要使多次测量的结果

一致

二、填空题

６．如图７－２－１所示，我国跳水选手吴敏霞在练习跳

水时，跳板发生了　　　　形变，便产生了 　
力。这个力的方向是　　　　　　　的，受力物体

是　　　　　　。

图７－２－１ 图７－２－２

７．如图７－２－２所示的弹簧测力计的量程是 　Ｎ，

分度值是　　　　Ｎ，挂钩下物体的重量为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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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力

　　　
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 ７　　　　

三、作图题

８．一个弹簧测力计已标出了未挂重物时的零刻度值，

但其他刻度值未标明。现挂上２Ｎ的物体，指针静

止时的位置如图７－２－３所示，请你在该弹簧测力

计的刻度线旁标出刻度值。

图７－２－３

　素 能 提 升

一、选择题

１．使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过程，有如下操作：

①轻轻来回拉动两次挂钩；

②把待测力加在挂钩上；

③观察弹簧测力计的量程，弄清刻度每一小格表示

多少牛；

④调整弹簧测力计指针位置；

⑤待指针稳定后读数。

上述操作，正确的顺序是 （　　）

Ａ．①②③④⑤ Ｂ．②③④①⑤

Ｃ．④①②③⑤ Ｄ．③④①②⑤

２．在使用弹簧测力计之前，把它的挂钩轻轻来回拉动

几次，这样做的好处是 （　　）

Ａ．试试弹簧的弹性

Ｂ．可避免弹簧被卡壳

Ｃ．是无意识的随便拉拉

Ｄ．看看能测多大的拉力，以便确定量程

３．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伸长Δｌ与受到的拉力Ｆ 成

正比。下面的图象中，能正确表示这一关系的是

（　　）

４．某同学在使用弹簧测力计前发现弹簧测力计的指

针已处在０．２Ｎ处（没受拉力时），没来得及调零就

用它去测力了。如果读数是２．５Ｎ，则所测力的实

际大小为 （　　）

Ａ．２．５Ｎ Ｂ．２．３Ｎ

Ｃ．２．７Ｎ Ｄ．无法判断

５．如图７－２－４所示，小明做实验时在弹簧测力计的

两侧沿水平方向各加４Ｎ拉力，并使其保持静止，此

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　　）

图７－２－４

Ａ．０Ｎ Ｂ．２Ｎ

Ｃ．４Ｎ Ｄ．８Ｎ

二、填空题

６．体育课上用握力计进行握力锻炼时，握力计对手施

加的力叫　　　　力；握力越大，握力计的　　　

越大。

７．如图７－２－５所示，一个玻璃瓶，瓶中灌满水，把细

玻璃管通过带孔的橡皮塞插入玻璃瓶中，用手捏玻

璃瓶时，发现玻璃管中液面　　　　，说明 　

　　　　；松开手后发现玻璃管中液面　　　　　

　　，说明　　　　　　　　。

图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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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下）　物理

８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
　　　　　　　 　

　创 新 探 究

８．在“制作橡皮筋测力计”的活动中，同学们发现：在

一定的范围内，橡皮筋受到的拉力越大，橡皮筋的

长度越长。根据这一现象，小明和小丽提出如下猜

想（如图７－２－６）。究竟谁的猜想正确呢？他们决

定一起通过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猜想。

图７－２－６

加油站

橡皮筋伸长的长度一般用符号ΔＬ表示，它等于挂上钩

码后橡皮筋的长度Ｌ与橡皮筋没有挂钩码时的长度Ｌ０

之差，即ΔＬ＝Ｌ－Ｌ０。

（１）要完成实验，除了需要一根橡皮筋、若干个相同

的钩码、铁架台和细线外，还需要的器材是　　

　　。

（２）小明和小丽的实验记录数据如下表：

１
拉力（钩

码总重）Ｆ／Ｎ
０ ０．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２
橡皮筋的

总长度Ｌ／ｃｍ
４．５　５．１　５．７　６．３　６．９　７．５

３
橡皮筋伸

长的长度ΔＬ／ｃｍ
０ ０．６　１．２　 ２．４　３．０

①没有挂钩码时，橡皮筋的长度Ｌ０＝　　　ｃｍ。

②请将表格中第３行的数据补充完整。

③要判断小丽的猜想是否正确，应对表格中的哪两

行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答：应对　　　　（选填序号）两行数据进行比较。

④分析表格中的数据，你认为实验能初步验证谁的

猜想是正确的？答：　　　　。

你是如何分析数据并做出此判断的？请简要写出

你的判断依据： 　

　。

１．（２０１１·黄冈）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大小与弹

簧的伸长量成正比，即Ｆ＝ｋｘ，其中Ｆ为弹力大小，

ｘ为伸长量，ｋ为弹簧的劲度系数，已知某弹簧劲度

系数为１００Ｎ／ｍ，原始长度为１０ｃｍ，则在弹力为５

Ｎ时，弹簧长度可能为 （　　）

Ａ．１０ｃｍ　 Ｂ．１５ｃｍ

Ｃ．２０ｃｍ　 Ｄ．２５ｃｍ

２．（２０１２·河北）阅读短文，回答问题。

无处不在的弹簧

弹簧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它在不同的领域发挥

着重要作用。

弹簧的特点就是在拉伸或压缩时都要产生反

抗外力作用的弹力，而且形变越大，产生的弹力越

大；一旦外力消失，形变也消失，物理学家胡克研究

得出结论：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形变量与它受到

的拉力（或压力）成正比。

弹簧具有测量功能、紧压功能、复位功能和缓

冲功能，以及储存能量的功能。弹簧在生产和生活

中有许多应用，例如，制作弹簧测力计、钢笔套上的

夹片、机械钟表的发条等。

（１）弹簧被拉伸或压缩时都产生反抗外力作用的弹

力，这说明 　。

（２）胡克的结论是 　

　

　。

（３）下表是小明研究弹簧长度与所受拉力大小关系

时记录数据的表格，空格中的数据是　　　　。

钩码重／Ｎ　 ０ ０．５　１．０　 ２．０　２．５

弹簧长度／ｃｍ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４）举一个生活中应用弹簧的实例： 　

　　　　　　　　　　　　　　　　。（短文

中实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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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力

　　　
所有现存的好东西都是创造的果实。 ９　　　　

第３节　重力

　预 习 热 身

一、重力的概念

１．概念：由于地球的　　　　而使物体受到的力叫做

重力。通常用字母　　　　表示。

２．普遍性：地球附近的所有物体都受到　　　　的

作用。

二、重力的大小

１．概念：物体所受的重力跟它的质量成　　　　。如

果用Ｇ表示重力，ｍ表示质量，ｇ表示重力与质量的

比值，地球附近的物体所受的重力跟它的质量之间

的关系可以写成　　　　，即：Ｇ＝　　　　。

２．公式中重力的单位是　　　　，质量的单位是　　

　　，因此比值ｇ的单位是　　　，符号是　　　。

其中，比值ｇ的大小ｇ＝９．８Ｎ／ｋｇ，在粗略计算时，

ｇ可以取１０Ｎ／ｋｇ。

　　【温馨提示】　（１）ｇ的数值会随地点而发生变化，

因此物体的重力也会随地点而变化。

（２）重力与质量的本质是不同的，重力是一种力，

而质量是物体本身的一种属性，不是力。

（３）当物体失去重力时，重力为零，但质量不变。

三、重力的方向

重力的方向总是　　　　。

　　【温馨提示】　无论物体怎么放置，重力的方向总

是竖直向下的，即垂直于当地的水平面向下，但不能

简单说成垂直向下。

四、重心

１．地球　　　　物体的每一部分。但是，对于整个物

体，重力作用的表现就好像作用在某一个点上，这

个点叫做物体的　　　　。

２．形状规则、质量分布均匀的物体，它的重心在它的

　　　　　上。例如，方形薄板的重心在　　　　

　　　，球的重心在　　　　，粗细均匀的直棒的

重心在它的　　　　。

３．为了研究问题方便，在受力物体上画力的示意图

时，常常把力的作用点画在　　　　上。

　　【温馨提示】　重心的位置不一定都在物体上，例

如一个圆环的重心就不在环上，而在圆环的圆心上。

五、重力的由来

宇宙间的物体，大到天体，小到尘埃，都存在相互

吸引的力，这就是　　　　。正是地球对它附近

物体的引力，使得水向低处流、抛出的石块落向

地面。

　思考与探究

【问题】从前有一个外国商人，从荷兰买了５０００ｔ青

鱼，用托盘弹簧秤（实质为弹簧测力计）称过后，从

荷兰运到赤道附近的一个非洲港口，再用那台托

盘弹簧秤一称，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少了近１９ｔ青

鱼！被偷是不可能的，弹簧秤也没有坏，这１９ｔ青

鱼到哪里去了呢？

　　【例１】　关于物体的重心，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任何有规则形状的物体，它的几何中心必然与

重心重合

Ｂ．重心就是物体内最重的一点

Ｃ．重心总是在物体上，不可能在物体之外

Ｄ．重力在物体上的作用点，叫做物体的重心


　　只有质量分布均匀的规则的几何体，其重心才

在其几何中心；重心可看成是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

作用集中的一点，并不是只有物体的重心处才受到

重力的作用；重心不一定在物体上，如乒乓球的重心

就在球心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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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下）　物理

１０　　　 所有坚韧不拔的努力迟早会取得报酬的。
　　　　　　　 　

【例２】　画出图７－３－１斜面上物体所受重力的

示意图。

图７－３－１


　　对角线的交点是物体的几何中心即为重心，沿

竖直向下方向画出重力示意图













。

　　【答案】　如图７－３－２所示。

图７－３－２

　　【例３】　在“探究重力的大小与什么因素有关”的

实验中，得到的部分实验数据如下表：

图７－３－３

实验次数 １　 ２　 ３

钩码质量（ｇ）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钩码受到

的重力（Ｎ）
１　 ３

钩码受到的

重力与质量

的比（Ｎ／ｋｇ）
１０　 １０

　　（１）请根据图７－３－３中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完成

表格。

（２）分析表格中数据，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


　　（１）由图可知，第二次实验中，钩码受到的重力

为２Ｎ；则钩码受到的重力与质量的比为１０Ｎ／ｋｇ。

（２）分析三次实验数据，归纳其共同点：物体受

到的重力与其质量的比值都是１０，即物体受到的重

力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






















。

　　【答案】　（１）２　１０
（２）物体受到的重力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
【点拨】　“探究物体重力的大小与质量关系”的

实验中，多次改变物体质量，测量出相应的重力，目的

就是通过多组实验数据“寻找”重力与质量的数量关

系。在地球的同一地点，物体受到的重力与其质量的

比值是相同的（定值）；在地球的不同地点（比如赤道

与两极），这个比值略有差别，但一般情况下，在地球

附近，不考虑这个比值的变化。

一、选择题

１．下列物体中，物重约为１０Ｎ的可能是 （　　）

Ａ．一头牛

Ｂ．一只羊

Ｃ．一件羊毛衫

Ｄ．一盒火柴

２．有关重力，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重力是物体的固有属性，不随位置而变

Ｂ．静止的物体不受重力，运动的物体才受重力

Ｃ．物体向下运动时受的重力大，向上运动时受的重

力小

Ｄ．地球吸引物体使物体受重力，同时地球也受物体

的吸引作用

３．关于重心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Ａ．重心总在物体内部

Ｂ．重心是指物体的几何中心

Ｃ．同一物体，形状改变时重心也有可能改变

Ｄ．重力作用在物体的各部分，因此一个物体的重心

有多个

４．下列哪幅图中的箭头能正确表示球受到的重力的

方向 （　　）

５．如果没有重力，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Ａ．河水不再流动，再也看不见大瀑布

Ｂ．人一跳起来就离开地球，再也回不来

Ｃ．物体将失去质量

Ｄ．杯子里的水倒不进口里面

二、填空题

６．踢毽子是人们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用脚将毽子

踢起后，空中飞舞的毽子最终要落向地面，这是由

于受　　　　作用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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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力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１１　　　

７．质量是１０ｋｇ的木块放在斜面上，则它受到的重力

大小是　　　　Ｎ，方向　　　　，施力物体是　　

　　，受力物体是　　　　。建筑房屋时，用来检

查墙壁是否竖直的重锤线是根据　　　　　　　

　　　　　的原理制成的。

三、作图题

８．图７－３－４为手拉小球做圆周运动的示意图，请在

图中画出重４Ｎ的小球所受重力和拉力的示意图。

图７－３－４

四、实验探究题

９．如图７－３－５所示，小明同学用一个最大能测量

５　Ｎ的弹簧测力计来探究物体所受重力跟质量的关

系，实验时得到的数据如下表：

图７－３－５

砝码质量（ｇ）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弹簧测力

计的示数（Ｎ）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已无

刻度

（１）小明同学实验中错误的地方是 　

　。

（２）去掉错误部分，由表中数据可知，重力与质量的

关系是　　　　　　　。

　素 能 提 升

一、选择题

１．下列图象中，能表示物体所受重力与质量关系的是

（　　）

图７－３－６

２．如图７－３－６“不倒翁”不倒的原因是

它的重心设计巧妙，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

Ａ．重心在“不倒翁”的几何中心上

Ｂ．“不倒翁”的重心很高

Ｃ．“不倒翁”的重心很低

Ｄ．“不倒翁”的重心没在物体上

二、填空题

图７－３－７

３．如图７－３－７是杂技演员在钢索上

表演杂技的情景，演员与长竿的重

心应尽量保持在钢索的正　　　　
方（选填“上”、“左”或“右”）。

４．如图７－３－８所示的三幅图，共同

反映了哪些物理知识？（要求写出

两点）

图７－３－８
（１）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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