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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六章　熟悉而陌生的力

第一节　力

目标导学

知 识 点 我 会 问 测　　测　　我

力的概念 力是什么？
物理学中，力是指 对 的作用。一个力的存在，必
有 物体和 物体。

力的相互作用 力是怎么相互作用的？
甲物体对乙物体施力时，乙物体对甲物体也 ，施力物体同

时也是 物体，因此，力的作用是 的。

运动状态
我会判断什么是运动状

态的改变吗？

物体由静到动、由 到 ，以及速度 或

的改变，都叫做运动状态发生了改变。

力的作用效果
我会 说 出 力 的 作 用 效

果吗？

力可以使物体的 发生改变（简称形变），也可以使物体的

发生改变。

析疑解惑

例　有力作用在物体上，则（　　）。

　　　 　　　　　　　　　 　　　　　　　　　 　　　　　　　　　　Ａ．一定有另一个物体与该物体接触

Ｂ．这个物体是受力物体，不是施力物体

Ｃ．物体的运动状态一定发生改变

Ｄ．物体的形状可能发生改变

解题分析　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物体间力的作用并不一定要相互接触，如磁体吸引铁钉，故
选项Ａ错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受力物体同时也是施力物体，选项Ｂ是错误的；力可以改变物体

的运动状态，也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即一个物体受到了力，运动状态可能发生改变，形状也可能发生

改变。
答案　Ｄ。

关键提示　本题应明确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力的出现，一定要涉及两个物体；另外，力的作用

效果有两个方面，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

随堂训练

１．人站在地面上，人对地面有压力，该力的受力物体是 ，施力物体是 ；同时地面对

人有支持力，该力的受力物体是 ，施力物体是 。

２．手压笔尖，手会感到疼痛，这是因为手对笔尖施力时，笔尖对手有 的作用。这个现象说

明，力的作用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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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说出下列过程中，力的作用效果：
（１）如图６ １所示，把橡皮泥捏成不同造型：改变物体的 。
（２）如图６ ２所示，玩溜溜球：改变物体的　　　　　　　　。

图６ １
　　　　　　　　

图６ ２

４．下列过程中，有一个力的作用效果与其他三个不同类，它是（　　）。

Ａ．用力将弹簧拉长　　　　　　　　 Ｂ．足球被踢出，最后停下来

Ｃ．篮球撞击在篮板上被弹回　　　　 Ｄ．用力将铅球推出去

５．请你观察图６ ３，想像图片中运动项目比赛的情景，提出两个与力有关的物理问题，并对提出的

问题尝试解答。

图６ ３

问题１： 　

解答： 　

问题２： 　

解答： 　

课后作业

学以致用

１．下列关于力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没有物体也可能产生力的作用

Ｂ．彼此不接触的物体之间没有力的作用

Ｃ．在发生力的作用时，一定可以找到此力的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

Ｄ．力作用在物体上，只能使物体从静止变为运动

２．把书放在水平桌面上，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Ａ．书对桌面的压力的施力物体是桌面

Ｂ．书对桌面的压力的受力物体是地面

Ｃ．桌面对书的支持力的受力物体是书

Ｄ．桌面对书的支持力的受力物体是桌面

３．观察图６ ４所示的四个情境，找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力可以改变物体的（　　）。

Ａ．质量 Ｂ．形状 Ｃ．运动方向 Ｄ．运动速度

２



图６ ４

４．下列事例中，运动状态不发生
獉獉獉

改变的是（　　）。

Ａ．自由下落的小球 Ｂ．风扇叶片匀速转动

Ｃ．正在进站的火车 Ｄ．汽车在平直公路上匀速行驶

５．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磁体吸引铁钉时铁钉不会吸引磁体 Ｂ．荡秋千过程只改变运动方向　
Ｃ．人推墙时人也受到墙的推力 Ｄ．坐沙发时沙发凹陷，力改变了沙发的运动状态

６．小明用手拍了一下小红，小明、小红都感到疼，这说明 ，使小明感觉疼的力

的施力物体是　　　　。

７．暴风雨来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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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改变了小

树的 ，使落叶的 发生了改变。

提高一步

８．以下所给出的各种现象中，物体运动状态不发生
獉獉獉

改变的是（　　）。

Ａ．运动员掷出的铅球在空中飞行 Ｂ．跳伞运动员斜向下匀速直线落向地面

Ｃ．人造地球卫星绕地球匀速转动 Ｄ．熟透的苹果从树上落向地面

９．如图６ ５所示，质量相等的甲、乙两同学站在滑板上，在旱冰场上相对而立。如果甲用６０Ｎ的力

图６ ５

推乙，以下分析正确的是（　　）。

Ａ．乙对甲的推力小于６０Ｎ
Ｂ．甲静止不动，乙向后退

Ｃ．乙后退的过程中，始终受到６０Ｎ推力的作用

Ｄ．乙由静止变为后退，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第二节　怎 样 描 述 力

目标导学

知 识 点 我 会 问 测　　测　　我

力的三要素 力的三要素是什么？
力的三要素是力的 、 、 ，力的三要素会影响

力的 。

力的单位 力的单位是什么？ 力的单位是 ，简称 ，符号 。

力的示意图 会画力的示意图吗？
在 上沿力的方向画一条 的线段，并标出力的作用点，
表示物体在这个 所受的力，这种表示力的形式叫力的示意图。

３



析疑解惑

例１　关于力的作用效果，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大小相等的两个力作用效果一定相同 Ｂ．作用点相同的两个力作用效果一定相同

Ｃ．方向相同的两个力作用效果一定相同 Ｄ．三要素都相同的两个力作用效果相同

解题分析　选项Ａ、Ｂ、Ｃ都只考虑力的三要素的其中一个要素，这是片面的。如用大小相等的力

拉弹簧和压弹簧，由于力的方向不同，效果明显是不同的。
答案　Ｄ。
关键提示　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三要素有关，分别是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三个要素中只要

一个要素不同，力的作用效果就不同。
例２　一个人用３０Ｎ的力，沿与水平方向成４０°角的方向往左下方推购物车，请画出这个推力的

图６ ６

示意图。
解题分析　如图６ ６（ａ）所示，线段的起点是力的

作用点。如图（ｂ）所示，看起来比较直观，但习惯上画力

的示意图时，线段的起始端为力的作用点。
答案　图（ａ）。
关键提示　画力的示意图时，首先要明确这个力的

受力物体，作用点要画在受力物体上。其次，根据题意判断力的方向，从作用点沿力的方向画一条带

箭头的线段，最后在箭头附近标出力的大小。

随堂训练

１．如图６ ７所示，大力士推不过“小不点”，发生此现象的原因是以下选项中的（　　）。

图６ ７

Ａ．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大小有关

Ｂ．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方向有关

Ｃ．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作用点有关

Ｄ．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方向和作用点有关

２．放在水平讲台上的粉笔盒，它对讲台的压力和讲台对它的支持力，这
两个力的三要素相同的是（　　）。

Ａ．力的大小 Ｂ．力的方向 Ｃ．力的作用点 Ｄ．力的大小和作用点

３．要改变力对物体作用的效果，必须（　　）。

Ａ．同时改变力的三要素 Ｂ．至少要改变力的一个要素

Ｃ．至少要改变力的两个要素 Ｄ．必须要改变力的大小

４．观察图６ ８所示的现象，请说出主要是力的哪个要素不同，使力的作用效果不同。

图６ ８

４



５．画出以下各题中描述的力的示意图。
（１）图６ ９（ａ）：用１０Ｎ水平向右的力拉小车。
（２）图６ ９（ｂ）：放在水平桌面的书本对桌面向下的压力。
（３）图６ ９（ｃ）：细绳对小球向上的拉力。

图６ ９

课后作业

学以致用

１．下列所述几个力中，最接近３Ｎ的是（　　）。

Ａ．托起一个鸡蛋所用的力 Ｂ．托起一本物理课本所用的力

Ｃ．抱起一个西瓜所用的力 Ｄ．举起一张课桌所用的力

图６ １０

２．如图６ １０所示，分别用大小相等的力拉和压同一弹簧。该实验表明，弹簧

受力产生的效果与下列因素有关的是（　　）。

Ａ．力的大小 Ｂ．力的作用点

Ｃ．力的方向 Ｄ．与以上三个因素都有关

３．用力踢足球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只要用力大，向什么方向踢，效果都一样

Ｂ．只要用力大，踢什么位置，效果都一样

Ｃ．只要用力相同，其作用效果与踢的方向、位置均无关

Ｄ．用力相同，作用效果不一定相同

４．乒乓球比赛中，用大小不变的力发球，球的落点、远近和旋转性各不一样。这说明力的 和

图６ １１

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不同。

５．拧螺丝时，手握在螺丝刀柄Ａ位置上比握在刀杆Ｂ 位置上省力，如图６ １１所示。说

明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 有关；顺时针把螺丝拧紧，逆时针把螺丝拧松，这又说

明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 有关。

６．在图６ １２中，用力的示意图画出以下描述的各个力。
（１）图６ １２（ａ）：用２０Ｎ的力沿水平方向向左推桌子。
（２）图６ １２（ｂ）：用４０Ｎ与水平面成３０°的拉力向右拉小车前进。
（３）图６ １２（ｃ）：按门铃时，手对门铃的压力。

图６ １２

５



　图６ １３

提高一步

７．一只氢气球系在地面上，受水平风力的作用，如图６ １３所示。请画出氢气球

受风力和细绳拉力的示意图。

第三节　弹力与弹簧测力计

目标导学

知 识 点 我 会 问 测　　测　　我

弹力 什么是弹力？ 物体因发生 而产生的力叫弹力。

弹簧测力计

弹簧测力计的作用是什

么？能说出它的构造和

原理吗？

弹簧测力计用来测量 的大小。
弹簧测力计主要由 、 、 和刻度盘组成。
在一定范围内拉伸弹簧时，弹簧受到的拉力越大，弹簧的伸长量

就 。

正确使用弹簧测

力计

如何正确使用弹簧测力

计呢？使用前和使用时

各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使用前：（１）了解测量范围即 ，待测力的大小应在量程之

内。（２）明确 ：知道每一大格和每一小格分别表示多少

牛。（３）校零：使用前要使指针与 对齐，若没有对齐，要
调节至对齐。使用时：（１）所测力的方向与弹簧测力计内的弹簧

轴线方向在一条 上。（２）弹簧不要靠在刻度盘上。
（３）读数时视线要与指针 。

析疑解惑

例１　在使用弹簧测力计时，下列说法中错误
獉獉

的是（　　）。

图６ １４

Ａ．使用前应校零

Ｂ．所测量的力不能超过测量范围

Ｃ．使用前轻轻拉动挂钩来回运动几次

Ｄ．使用弹簧测力计时必须竖直拉伸

解题分析　弹簧有一定的弹性限度，超过弹性限度会损坏弹簧。使用前要检查指

针是否指在零刻度处，如果没有与零刻度线对齐，要调节至对齐，即校零。在今后学习

中，还要学会使用更多的测量仪器，都有这两方面的注意事项。指针如果被刻度盘卡

住，会影响弹簧的自由伸长，所以要拉动挂钩来回运动几次。使用时，只要使弹簧的轴线方向与力Ｆ
的方向一致，则向各个方向拉伸都可以测量力的大小，如图６ １４所示，不一定总是竖直拉伸。

答案　Ｄ。
关键提示　任何测量仪器都有其使用注意事项，如果不遵守，会导致测量不准确或损坏测量

仪器。

图６ １５

例２　如图６ １５（ａ）、（ｂ）所示，弹簧测力计的示

数各是（　　）。

Ａ．２Ｎ和４Ｎ　　　 Ｂ．２Ｎ和０Ｎ
Ｃ．２Ｎ和２Ｎ　　 Ｄ．４Ｎ和４Ｎ

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题分析　弹簧要伸长，两端一定都要受到拉力。如果只受到一端的拉力，力的作用效果是使弹

簧处于运动状态，而不是使弹簧伸长。当弹簧两端都受力而且相等时，弹簧处于静止状态，力的作用

效果是使弹簧发生形变，即伸长。图（ａ）表面看似乎只有右端受到拉力，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左端也

受到２Ｎ拉力的作用。所以图（ａ）、（ｂ）两图的弹簧示数都为２Ｎ。
答案　Ｃ。
关键提示　弹簧要伸长，两端都要受力。

图６ １６

随堂训练

１．下列情况中产生的力，不属于
獉獉獉

弹力的是（　　）。

Ａ．手轻压钢条，使钢条变弯一些 Ｂ．手轻拉弹簧，弹簧伸长

Ｃ．用橡皮泥捏出各种形状 Ｄ．拉开弓，准备射箭

２．观察图６ １６所示的弹簧测力计，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Ａ．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是４．４Ｎ Ｂ．弹簧测力计的分度值是０．１Ｎ
Ｃ．弹簧测力计能测量大于５Ｎ的力 Ｄ．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是３．６Ｎ

３．在一定范围内拉伸弹簧时，弹簧受到的拉力越大，弹簧的伸长量就 ，弹簧测力计就是根据

弹簧的这一性质制成的。弹簧测力计的刻度是 （选填“均匀”或“不均匀”）的。

４．小明和小东使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大小：

图６ １７

（１）他们都做到：使用前观察弹簧测力计的 ，明确待测力的大小应在

之内。
（２）小明用的弹簧测力计如图６ １７（ａ）所示，他没校零就开始测量，则测量值比

实际的偏 （选填“大”或“小”）。
（３）小东用如图６ １７（ｂ）所示的方式测量力的大小，请你说出这样操作的错误之

处：　　　　　　　　　　　　　　。

课后作业

学以致用

１．拉断一根头发丝的力大约是（　　）。

Ａ．０．０２Ｎ　　　 Ｂ．０．２Ｎ　　　　 Ｃ．２Ｎ　　　　　 Ｄ．２０Ｎ
２．下列关于弹力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Ａ．只有弹簧、橡皮筋这类物体才可能产生弹力

Ｂ．只要物体发生形变就会产生弹力

Ｃ．物体的弹性可以无限大

图６ １８

Ｄ．弹力的大小与物体形变的程度有关

３．用弹簧测力计拉某个物体向右运动，在某个时刻该弹簧测力计的

示数如图６ １８所示，则此时拉力的大小是（　　）。

Ａ．１．２Ｎ　　　　　　 Ｂ．１．４Ｎ
Ｃ．２．３Ｎ　　　　　　 Ｄ．２．６Ｎ

４．在使用弹簧测力计之前，把它的挂钩轻轻来回拉动几次，这样做是（　　）。

Ａ．试试弹簧的弹性 Ｂ．可避免弹簧被卡壳

Ｃ．判断弹簧是否容易伸长 Ｄ．看看能测多大的拉力，以便确定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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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如图６ １９所示，一同学做实验时，在弹簧测力计的两侧沿水平方向各加６Ｎ拉力，并使其保持静

图６ １９

止，此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

Ａ．０Ｎ　　　　　　　 Ｂ．３Ｎ
Ｃ．６Ｎ　　　　　　　 Ｄ．１２Ｎ

６．下列结果不是
獉獉

由弹力产生的是（　　）。

Ａ．撑竿跳高运动员飞越横杆　　　 Ｂ．装有弹簧的门被推开，放手后自动关上

图６ ２０

Ｃ．玩具手枪将“子弹”射出去　　　 Ｄ．苹果从树上落下

７．实验室中常用的测量力的工具是 。在使用弹簧测力计测力时，要先观察弹簧

测力计的 和 。如图６ ２０所示的弹簧测力计，量程是 Ｎ，
分度值是 Ｎ，所测力的大小是 Ｎ。

８．乒乓球掉在地上，马上会弹跳起来，使乒乓球向上运动的力是 ，它是由于乒乓

球发生了 而产生的。

提高一步

９．如图６ ２１所示，甲物体重６Ｎ，乙物体重１０Ｎ，弹簧测力计的重力及摩擦均不计。则

当甲、乙两物体静止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为 Ｎ。

图６ ２１
　　　　　　

图６ ２２

１０．学校科技活动小组的同学们准备自己动手制作弹簧测力计，他们选取了甲、乙两种规格的弹簧进

行测试，绘出如图６ ２２所示图像，图中ＯＡ段和ＯＢ 段是弹性形变。若他们要制作量程较大的

弹簧测力计，应选用 弹簧；若制作精确程度较高的弹簧测力计，应选用 弹簧。

第四节　来自地球的力

目标导学

知 识 点 我 会 问 测　　测　　我

重力
什么是重力？重力的施

力物体是什么？

重力是由于地球对物体的 产生的，重力的施力物体

是 。

重力的大小
重力与质量的关系怎样？

会写出它们的关系式吗？

物体所受重力的大小跟它的质量成 ，其比值是定值，约等

于 。
重力与质量的关系式： 或 。

重力的方向 知道重力的方向吗？ 重力的方向总是 。

重心 什么是重心？
重力的 叫重心。质量分布均匀、形状规则的物体的重心，
在它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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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疑解惑

例　如图６ ２３（ａ）所示，画出沿斜面下滑的物体受到重力的示意图。
解题分析　画重力示意图时，要先明确重力的作用点———重心，沿重力的方向画带箭头的线段，

图６ ２３

在箭头附近标出重力的符号“Ｇ”。
答案　示意图如图６ ２３（ｂ）所示。
关键提示　在地球附近的一切物体都要受到重力的

作用，无论物体处于静止还是运动，有否受到其他外力的

作用，重力的方向都不会改变，总是竖直向下。

随堂训练（ｇ取１０Ｎ／ｋｇ）

１．关于物体的重力，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重力的大小就是质量的大小 Ｂ．重力的方向总是垂直向下

Ｃ．重力的施力物体是地球 Ｄ．重力只作用在与地球接触的物体上

２．在下列物体中，所受的重力大约是５００Ｎ的是（　　）。

Ａ．一个苹果　　　　　Ｂ．一名中学生　 Ｃ．一张课桌　　　　　Ｄ．一头牛

３．一袋质量为５ｋｇ的大米，受到的重力是 Ｎ；一个重为０．５Ｎ 的鸡蛋，其质量是

ｋｇ。

４．用力的示意图画出以下所描述的力：
（１）如图６ ２４所示，放在水平桌面上的书受到的重力。
（２）如图６ ２５所示，把笔横放在手指尖上，调节支撑点的位置，使其在手指尖上静止，请在图中

画出笔所受重力和支持力的示意图。

图６ ２４
　　　　　　　　

图６ ２５

５．质量为４０ｋｇ的小明正在打篮球，篮球的质量为５００ｇ，请你计算小明和篮球的重力各是多少？

课后作业（ｇ取１０Ｎ／ｋｇ）

学以致用

１．关于物体所受重力的方向，图６ ２６中的画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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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６

２．“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后，在预定轨道上正常飞行时处于失重状态。在这种环境中，
下述活动中可采用的是（　　）。

Ａ．用弹簧拉力器健身　　　 Ｂ．在跑步机上跑步

Ｃ．举哑铃　　　　　　　 Ｄ．引体向上

３．一个物体在月球上受到的重力为地球上的
１
６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地球上质量为６ｋｇ的物体，在月球上为１ｋｇ
Ｂ．地球上质量为６ｋｇ的物体，在月球上为３６ｋｇ
Ｃ．在地球上重为６００Ｎ的人，在月球上重为１００Ｎ
Ｄ．在地球上重为６００Ｎ的人，在月球上重为３６００Ｎ

４．图６ ２７所示的图像中，能表示物体所受重力与质量关系的是（　　）。

图６ ２７

５．质量为５０ｇ的物体受到的重力为 Ｎ；重为６０Ｎ的物体，其质量为 ｋｇ。

６．甲、乙两物体的质量之比为９∶１０，它们的重力之比为 。若乙的质量为２００ｋｇ，则甲物体

受到的重力为 Ｎ。

７．如图６ ２８所示，篮球置于水平地面上静止，画出篮球所受力的示意图。

图６ ２８
　　　　　　　　

图６ ２９

８．如图６ ２９所示，画出摆球到达Ａ点时的受力示意图。

质量ｍ／ｋｇ 重力Ｇ／Ｎ
重力和质量的比值／

Ｎ·ｋｇ－１

０．１０ １

０．２０ ２

０．３０ ３

９．在探究物重与物体质量的关系实验中：
（１）实验测量仪器是 和 。
（２）测出的重力和质量记录如右表，请将表中空

格内所缺的数据填上。
（３）根据实验数据，得出的结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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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有一铜块，质量是４００ｇ，能否用量程为５Ｎ的弹簧测力计测它的重力？

图６ ３０

提高一步

１１．用一根细线拴一块橡皮甩起来，可以使橡皮绕手做圆周运动。请你在

图６ ３０中画出橡皮所受力的示意图。（不计空气阻力）

１２．有两种矿物质，它们的重力之比为２∶１，体积之比为１∶２，则它们的密

度之比为（　　）。

Ａ．４∶１ Ｂ．１∶４ Ｃ．２∶１ Ｄ．１∶１

第五节　科学探究：摩擦力

目标导学

知 识 点 我 会 问 测　　测　　我

滑动摩擦力 什么是滑动摩擦力？
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表面上滑动时受到的 物体间

运动的力。

滑动摩擦力的方向 知道滑动摩擦力的方向吗？ 滑动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方向 。

影响滑动摩擦力

大小的因素

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

素是什么？

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 和 有关。接触面越

，摩擦力越大； 越大，摩擦力越大。

增大和减小摩擦

的方法

能说出增大或减小摩擦的

方法吗？

增大摩擦的方法：增大 或使接触面更 。
减小摩擦的方法：减小 或使接触面更 。

析疑解惑

例　以下关于摩擦力的说法，正确的是（　　）。

Ａ．静止的物体一定不受摩擦力

Ｂ．相互挤压、表面粗糙的物体之间一定存在摩擦力

Ｃ．摩擦力既可以作为阻力，有时也可能作为动力

Ｄ．摩擦力的方向一定和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反

解题分析　相互挤压、表面粗糙的物体，如果没有发生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的趋势，物体不受到

摩擦力，比如静止在水平面上的书本，并没有受到摩擦力。但并不是说凡是静止的物体，都没有受到

摩擦力，比如静止在斜面上的物体，相对斜面有向下滑的趋势，物体之所以没向下滑动，就是因为受到

摩擦力，故选项Ａ、Ｂ都是错误的。人走路时，脚向后蹬地，相对地面有向后滑的趋势，之所以没有向

后滑动，就是因为受到地面一个向前的作用力，即摩擦力，这个摩擦力就是人走路时的动力，方向与脚

的运动方向相同，故选项Ｃ是正确的，而选项Ｄ是错误的。
答案　Ｃ。
关键提示　判断有没有存在摩擦力，要根据摩擦力产生的条件：物体要互相接触并且相互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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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发生相对运动或有相对运动的趋势；物体的接触面粗糙。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方向相

反，要抓住“相对”这两个字，如果把“相对运动方向”理解成“运动方向”，显然是错误的。

随堂训练

１．日常生活中，摩擦有利也有害。以下情况中属于有害摩擦，并需要减小的是（　　）。

Ａ．走路时鞋底与地面的摩擦 Ｂ．缝衣时针与衣服的摩擦

Ｃ．擦黑板时黑板擦与黑板的摩擦 Ｄ．打篮球接球时球与手的摩擦

图６ ３１

２．如图６ ３１所示，圆珠笔手握处刻有纹线是为了 摩擦，笔尖

装珠子是为了 摩擦。

３．将皮带张紧后，就不会在皮带轮上打滑，这是采用增大 的方

法来增大摩擦；汽车在积有冰雪路面上需要在轮子上缠防滑铁链，这
是采用增大 的方法来增大摩擦。

４．为了探究滑动摩擦力的大小是否与压力、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小东同学做了如图６ ３２所示

的实验。

图６ ３２

（１）实验时应使木块在弹簧测力计 拉力作用下做 运动。
（２）图（ａ）、图（ｂ）是探究滑动摩擦力与 的关系。
（３）为了探究滑动摩擦力与另一个因素的关系，要选择图 两图的实验。
（４）本实验的研究方法叫 法。

课后作业

学以致用

１．下列事例中，为了增大摩擦的是（　　）。

Ａ．拉杆旅行箱底部都装有轮子　　　 Ｂ．在机器的转轴处加润滑油

Ｃ．地砖刻有凹凸不平的花纹　　　　 Ｄ．在气垫船底和水之间形成一层空气垫

２．下列各摩擦中属于有害摩擦的是（　　）。

Ａ．自行车刹车橡皮与钢圈之间的摩擦 Ｂ．单杠运动员上杠时，手与单杠间的摩擦

Ｃ．汽车行驶时与空气之间的摩擦 Ｄ．人走路时，鞋底与地面间的摩擦

　图６ ３３

３．按如图６ ３３所示的两种方法推动同一个箱

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图（ｂ）的方法是减小压力，从而减小摩擦力

Ｂ．图（ｂ）的方法是减小接触面积，从而减小

摩擦力

Ｃ．图（ｂ）所示的滚动摩擦比图（ａ）所示的滑

动摩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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