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如何真正实现减负增效，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学习

兴趣和创新能力成为各校师生不断努力和探索的方向。由于各校学生的差异较大，加之物理学科

具有一定的科学前瞻性，我们特组织部分一线骨干教师依据教学大纲，结合学科特点，编写这本

切合学生实际的教材作为课本的辅助用书。在编写的过程中，编者们紧扣教材，积极献言，相互探

讨，在参阅大量相关书籍的基础上编成了《导学案·物理》。从本册书的总体规划到各章节的重难

点把握，从学生的感性思维到理性升华，按照先易后难、先基础后综合的思路，结合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心理特点，沿着示范、练习、测试、提高的原则设置了“学一招”“练一练”“比一比”“闯一闯”等

栏目。同时也在每一章节的后面设置了一定的动手实验和最新科学信息，以增强学生的动手动脑

能力和对新科技的了解。

这本书分类全，取材广，学习目标清楚，知识框架清晰，难度逐渐递进，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

一切无不凝聚着编者们的心血。坦白地说，编写这本书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教学脉络的一次梳理，

更是一次提升和总结。但是，由于受教学能力、思维方式、教学经验的限制，在编写的过程中肯定

有疏漏和不足之处，希望同行们能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补充完善。

吴进军

2013年7月

序序



为了配合新课标的深入实施和新教材的全面应用，为了切实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成为学

习的主人，同时体现教师教学的新理念，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了部分老师深入探讨，充分吸收近年教学

经验，结合最新的考点导向性信息，群策群力，精心编写了这本《导学案·物理》。

本书是根据新课标教材编写的与教材同步配套的辅导用书。本书紧密结合教材内容，在内容编

排、方法运用、训练考查等方面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稳步提高，并适度、前瞻

性地把握中考动态和趋向，在基础教学中渗透中考知识。每节导学案一般设有“学习目标”“课前预习”

“学一招”“练一练”“比一比”“小知识”，另外每章后附“本章知识结构”和一套标准的宁夏中考题型的

练习题，也就是“闯一闯”。

本书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 题目新颖，覆盖面广

紧扣课标，题型新颖，题量适中。让学生在对比中学习，在学习中探索，使学生更加适应新形势下

素质教育的要求。

2. 注重方法，夯实基础

全面扫描教材和知识点，选取与教材知识同步的典型基础题，让学生透析课本知识，夯实基础，厚

积薄发。

3. 解读精细，目标明确

以课时为基本单位，循序渐进，严格与教学同步，详尽指出其学习目标、知识要点，稳步提高学习

质量。

4. 中考链接，提升能力

把握中考脉搏，提升能力，传统与创新结合，广度与深度结合，使学生学有方向、练有目的、考有依据。

各位老师、同学们：我们编写组全体老师真诚地希望本书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有所帮

助。在使用本书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建议或意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更好地修订和完善本

书。期待能够让每位莘莘学子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能够培养大家的自学能力，能够引导大家学会

学习、学会探究，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编者

2013年7月

编者寄语编者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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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科学之旅———是人类永无休止的探究历程。

伟大的物理学先驱牛顿有一段名言值得我们回味：

我不知道世界怎样看待我，然而我认为自己不过像在海滩上玩耍的男

孩，不时地寻找比较光滑的卵石或比较漂亮的贝壳，以此为乐，而我面前，则

是一片尚待发现的真理的大海。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一门新的学科———物理学。

物理学就像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它是一个知识的海洋。你们现在

跟图画中的孩子一样，一定在思考：在这个海洋中蕴藏着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那就让我们扬起理想的风帆，乘上“探索物理”这叶小舟，开始我们充满

乐趣又不乏艰辛的科学之旅，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吧！

学习目标

在科学之旅中，我们要达到两个学习目的：

1. 感受物理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2. 怎样学好物理。

课前预习

大家做一做下面的实验，看是否很神秘！

1. 将硬纸片平放在装满水的玻璃杯口上，用手按住，并倒置过来，如图1，放开按住硬纸

片的手后看到什么现象，你能解释吗？

2. 如图2在装水的碗中放入一根筷子，筷子从水面处变弯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从冰箱中拿出一瓶冰镇矿泉水放在室外，如图3，过一会儿你会看到水瓶“热得流

汗”，这些“汗水”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

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学习一门神秘有趣而又非常有用的新学科———物理。

科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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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图 1 图 2 图 3

【说一说】

1. 通过《科学之旅》的学习，让我们感受到了学习物理是有趣有用的。你能结合自己在

生活当中的一些事例说一说物理是如何有趣和有用的吗？请各举出一个事例。

2. 老师告诉我们，要学好物理观察和动手很重要，在平时生活中，你是一个善于观察、

喜欢动手的同学吗？结合你的理解说一说，在学习物理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观察”什么，“动

手”干什么？

【问一问】

以下的图片都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能见到的情景，对于我们来说，每个图片都包含着

科学之谜。请认真观察图4每一幅图片，提出一个与物理有关的问题，看一看经过两年的物

理学习之后你能不能用物理知识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

问题 1

高
压
锅

雨
后
彩
虹

问题 2 问题 3

问题 4 问题 5 问题 6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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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做一做】

下面的一些实验是同学们在家就能完成的，回家后做一做，看是否有所收获。

1. 新鲜鸡蛋在水中会下沉。陆续向水中加盐并轻轻搅拌，你能看到什么现象？

2. 用放大镜看自己的指纹，再用放大镜看窗外的物体，看有什么不同。

图 5

科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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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第一节 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学习目标

1. 知道长度的单位及换算关系，会准确使用刻度尺测量长度。

2. 知道时间的单位及其换算关系，会用适当的工具测量时间。

3. 知道误差和错误的区别，知道多次测量求平均值可以减小误差。

4. 正确使用刻度尺和停表。

课前预习

1. 通过预习，我们对长度单位的认识更加全面了。到现在为止，你所知道的最大和最小

的长度单位各是什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2. 试给下列数据填上适当的单位：

（1）一枚硬币的厚度是2.4 ；

（2）王芳同学的身高是1.58 ；

（3）课本内一张纸的厚度大约是60 ；

（4）固原市区到须弥山景区的距离为40 ；

（5）课桌的高度是80 ；

（6）刘翔在奥运会上跨栏跑的距离为110 。

3. 误差和错误一样吗？说说它们之间的区别。

第一章 机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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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学一招

科学记数法

在七年级数学中，我们已经学习了正整数幂的科学记数方法，可以把比较大的数字用

科学记数法来表示。在物理中，有些数字特别大，但有些数字又特别小，例如：光在真空中的

传播速度是每秒钟300000000米；某种细菌的直径大约是0.0000007米。这些数字读、写都很

不方便，需要用科学计数法来表示。

较大数字的科学记数法：考虑到10的幂有如下特点：

102=100，103=1000，104=10000，105 =100000……10n=1……（后面跟n个零）

一般的，10的n次幂，在1的后面有n个0，这样就可用10n来表示一些大数，如：

6100000000=6.1×1000000000=6.1×109

较小数字的科学记数法：当有了负整数指数幂的时候，10-n =1/10n，如：10-1=1/101=

0.1，10-2=1/102=1/100=0.01。这样一来，小于1的正数也可以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例如：

0.00001=10-5，即小于1的正数也可以用科学记数法表示为A×10-n的形式，其中A是正整数数

位只有一位的正数（即整数部分只有一位，小数部分任意），n是整数［正负都有，除0外］。如：

0.00000015=1.5×10-7

练一练

1. 完成下列单位变换：

1.5×102 km= cm 1235 mm= m 1.5m= cm

2. 如图1-1所示，被测物体长度为 cm。

3. 测得某物体长度为18.41 dm，其中准确值为 ，估

计值为 ，所用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

4. 关于测量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误差，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认真测量可以消灭误差

B． 测量过程中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C．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可以减小误差

D． 测量工具再精密，测量过程中的误差也会产生

比一比

1. 固原到银川的K361次列车，每天13：35发车19：53到达。该车行驶的时间为 h

合 s。

2. 用塑料皮尺测量物体长度时，若将皮尺用力拉长后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比真实值：

（ ）。

A． 偏大 B． 偏小 C． 不变 D． 无法确定

第一章 机械运动

图 1-1

A

6 cm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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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3. 如图1-2所示，用A，B两把刻度尺测同一物体长度，就分度值

而言， 刻度尺更精确些。其中放置正确的是 刻度尺。

中考链接

1.（2012·天津）身高160 cm的小明，利用自己的身体特征进行了以下

估测，接近真实值的是（ ）。

A． 教室宽5臂展，约8 m（臂展：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中指指尖之间的距离）

B． 教室长10步幅，约30 m（步幅：走路时，两脚尖之间的距离）

C． 课桌长4拃，约2.8 m（拃：张开手，拇指尖到中指尖之间的距离）

D． 物理课本厚1指宽，约10 cm

2.（2012·广州）为了检验人躺着和站立时身体长度是否有差异，选用下列哪种尺最合

适（ ）。

A. 量程3 m，分度值1 mm B. 量程10 m，分度值1 dm

C. 量程30 cm，分度值1 mm D. 量程15 cm，分度值0.5 mm

小知识

测量长度的工具──内外卡钳的制作

【制作方法】

1． 取一块15×1.5厘米2的硬纸板或铁皮，裁成如图1－3所示形状的钳臂，共裁四个。用作

演示的可做得大些。

2． 将相同的四个钳臂叠放在一起，在钳臂顶端钻一小孔。然后将两个钳臂相叠，两孔相

对，两脚尖相对为外卡钳，两脚尖相背为内卡钳，用气眼扣在小孔处将两钳臂铆接在一起。

图1－4为制成的内、外卡钳。

图 1-3 图 1-4

【使用方法】

用以测量圆环或圆筒的内径和外径。测量时要注意测出的是直径而不是弦长。从圆

筒或圆环上取下卡钳时不要用力，以免改变两脚尖的距离，然后用刻度尺测量两脚尖的

距离。

A

B

cm
0 1 2 3

cm
0 1 2 3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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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他是静止的，
他始终坐在
我后面没动。

我动了吗？
他是运动的，
他和汽车一
起离我而去。

图 1-5

第二节 运动的描述

学习目标

1． 知道参照物的概念，会用参照物描述物体的运动情况。

2． 知道物体的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

课前预习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法国飞行员在2000米的高空飞行的时候，发现脸旁有一

个小东西，飞行员以为是昆虫，敏捷地一把抓了过来，令他吃惊的是，抓到的竟是一颗德国

子弹。这名法国飞行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呢？

这是因为尽管飞机和子弹都在飞，但对飞行员来说那颗子弹是 的。

2.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体验：两列火车并排停在站台上，你坐在车厢中向另一列车厢观

望。一时间，你觉得自己的列车开始缓缓地前进了，但是"驶过"了对面列车的车尾你才发

现，实际上你乘坐的列车还停在站台上，而对面的列车却向相反方向开去了。

回忆类似的场景，然后提问："为什么乘客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同学们之间可以讨论，

初步明确乘客判断运动和静止所选的标准不同以后，会产生不同的判断。

试一试：把课本放在桌上，课本上放一把尺子，推动课本使课本沿桌面运动。让学生讨

论回答：

①选取课桌作标准，尺子和课本是运动还是静止？

②选择课本作标准，尺子和课桌是运动还是静止？

③选择尺子作标准，课桌和课本是运动还是静止？

学一招

选择参照物的方法

（1）常选地面或固定在地面上的物体作参照物。

（2）参照物一旦被选定，我们就假定该物体是静止的。

（3）不能选研究对象本身为参照物。

判断一个物体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与我们所选的参照物有关，选不同的参照物，对物

体的运动描述就有可

能不同。如图以司机为

参照物，车上的乘客是

静止的；以路边站着的

人为参照物，车上的乘

客是运动的。

第一章 机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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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甲 乙

图 1-6

练一练

1. 在新建的大型商场内有自动扶梯，当你站在开动着的自动扶梯上上楼时，说你是运

动的，是以 为参照物；说你是静止的，是以 为参照物。

2. 在新型飞机研制中，将飞机放在风洞中固定不动，让模拟气流迎面吹来，便可以模拟

空中的飞行情况。此时，机舱里的飞行员感觉飞机在飞行，则他所选的参照物是（ ）。

A． 飞机 B. 地面 C. 模拟气流 D. 他本人

3. 请根据图1-6所示，判断甲、乙两船的运动情况（ ）。

A. 甲船可能向右运动，乙船可能静止

B. 甲船一定向右运动，乙船一定向左运动

C. 甲船可能向右运动，乙船一定向左运动

D. 甲船一定向右运动，乙船可能向左运动

比一比

1. 有一首歌曲唱道，“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这里选取的参照物是（ ）。

A. 地面 B. 云朵 C. 人 D. 月亮

2. 下面几种运动现象中，不是机械运动的是（ ）。

A. 科学家研究发现，中、日两国陆地距离平均每年靠近2.9 cm

B. 月球围绕地球转动

C. 梅花幼苗两个月长高了15 cm

D. 成熟的杏子从树上落到地面

3. 古代有人用诗词来描写运动的相对性：“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是走来迎。仔细看

山山不动，是船行。”第一句是选 为参照物的，第二句是选 为参照物的。

4. 从图1-7中两幅组成的画中，请你观察并判断两车的运动情况是（ ）。

A. 卡车运动，轿车静止

B. 卡车静止，轿车运动

C. 两车都运动

D. 两车都静止

中考链接

1.（2012·宁夏）如图1-8所示，汽车里的乘客突然前倾。

由此可以判断这辆汽车的运动状态可能是（ ）。

A． 静止 B． 突然开动

C． 匀速行驶 D． 突然刹车

2.（2012·龙东）“海上联合———2012中俄海上联合演习”4月22日在青岛举行。水陆两栖

图 1-8

70 km 70 km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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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登陆舰在海面上匀速直线航行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舰艇的运动状态是改变的 B. 坐在舰艇中的战士相对于舰艇是运动的

C. 舰艇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 D. 坐在舰艇中的战士相对于海岸是静止的

小知识

运动是绝对的，是说万物都是运动的。“种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开了一朵花。”这是歌

词中描述的生命的不息运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

从何处来。”是漂泊者人生的运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诗人笔下自然

美景的运动变化。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是什么样的运动，与参照物的选择有关，这是运动

的相对性。运动的绝对与相对，常常为诗人的创作提供灵感。

诗言志，词抒怀。借助对自然风物的赞美，或自然哲理的揭示，诗人抒发对自然的情怀，

表达对社会与人生的关注与思考。这类诗词中少不了涉及相对运动这一物理现象的佳作。

傅翕是梁武帝时代的高僧，号称傅大士。图1-11这首绝

句是他的偶作。诗中借农人骑牛过桥之景，用俗世生活与自

然现象的散淡悠闲与流畅和谐，表达了僧人对世俗的超脱与

内心的空灵恬淡，诗中的“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两句，从

物理学的角度讲，“牛从桥上过”时若以桥下的水流作为参照

物，自会“桥流水不流”。诗人以自然现象的相对性，揭示了世

事的相对性。

第三节 运动的快慢

学习目标

1. 能用速度描述物体的运动。

2. 能用速度公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3. 知道匀速直线运动的概念。

课前预习

1. 从《龟兔赛跑》的故事中感悟运动的快。

同学们，你一定听说过《龟兔赛跑》的寓言故事吧？乌龟和兔子同时从起点跑出，不一会

儿，兔子就远远地把乌龟抛在了后面,此时观众认为兔子跑得快：当兔子在大树下睡醒后发

现乌龟已经爬到了终点，此时裁判认为乌龟跑得快。那么在兔子睡觉前，观众是通过什么方

法认为兔子跑得快：而比赛结束时，裁判又是通过什么方法认为乌龟跑得快呢？物体的运动

第一章 机械运动

绝句

傅翕

空手把锄头，

步行骑水牛。

牛从桥上过，

桥流水不流。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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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上册（人教版）物理导 学 案

笔 记 有快有慢，在物理学中，我们用速度来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

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通常有两种方法：①通过相同的路程，所用时间短的物体运动得

快。这种方法常用于体育比赛中，又称为“裁判法”。例如，在故事中，乌龟和兔子运动的路程

是相同的，乌龟所用的时间短，所以裁判认为乌龟跑得快。②在相同的时间内，经过路程长

的物体运动得快。例如，在故事中，观众是通过这种方法认为兔子跑得快。但是还有一种情

况以上两种方法都不适用，那就是时间不相等，通过的路程也不相同。

通过预习本节内容，我们知道了更好的比较运动快慢的方法了，那就是用路程除以时

间，我们了解了物体在单个时间段内通过路程的长短，也就是速度。

2. 通过预习，小明认为：“平均速度就是速度的平均值”，比如：前5秒平均速度为3米每

秒，后4秒平均速度为6米每秒，9秒内的平均速度就是4.5米每秒。你认为他的理解正确吗？

为什么？注意在课堂上解决这个问题。

学一招

甲、乙两位同学进行百米赛跑，假如把他们的运动近似看作匀速直线运动处理，他们同

时从起跑线起跑，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的位置如图1-10所示，在图1-11中分别作出的在这

段时间内两人运动路程s、速度v与时间t的关系图象，正确的是（ ）。

图 1-10

起跑线
甲

乙

甲

乙

s

O t
A

甲

乙s

O t
B C

甲
乙

v

O t
D

甲
乙

v

O t

图 1-11

分析：从试题结合图1-10看出，甲、乙都做匀速直线运动，路程不断变大，但乙的速度

大。有些同学仅仅根据甲、乙的位置关系做选择，比如根据图1-10中甲在上面、乙在下面，就

选A或者C；或者根据图1-10中甲在左边、乙在右边，就选D，这是非常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

是不会看图象，或者混淆路程图象与速度图象。路程图象的纵坐标是路程s，速度图象的纵

坐标是速度v。A图表示甲、乙的路程不断增大，但相同时间甲的路程长，与图1-10不符。B图

表示甲、乙的路程不断增大，但相同时间内乙的路程长，与图1-10相符。C图表示甲、乙的速

度保持不变，但甲的速度大。D图表示甲、乙的速度不断变大，但甲的速度大。

解答：匀速直线运动的s-t图象是一条倾斜的直线，v-t图象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

变速直线运动的s-t图象是一条曲线，v-t图象与横轴不平行。答案：B

练一练

1. 单位换算：10 m/s= km/h，54 km/h= m/s。

2. 一辆火车的运动速度是72 km/h；燕子飞行速度可达48m/s。燕子比火车运动得 。

010



……WULI

笔 记3.“骑车的速度比步行的速度快”，这句话表示（ ）。

A. 骑车的人通过的路程比步行的人通过的路程长

B. 通过的路程相等时，骑车的人所用的时间比步行的人少

C. 在相同的时间内，骑车的人通过的路程比步行的人通过的路程短

D. 以上说法都不对

4. 一个物体沿直线运动，它在第1 min内、第2 min内、第3 min内通过的路程都是

300 m，在这3 min内做的是（ ）。

A.匀速直线运动 B.变速直线运动 C.变速运动 D.无法确定

比一比

1. 在校运会上，有甲、乙、丙三位同学进行百米赛跑，他们的成绩如下表所示。根据下表

的成绩，跑得最快的是 同学，这里比较三人运动的快慢采用了在 相

同的条件下比较 的方法。

参赛者 甲 乙 丙

成绩/s 13.3 13.5 13.7

2. 下边图1-12中四幅分别是四个物体做直线运动的图像，其中能表示该物体做匀速直

线运动的是（ ）。

v

O tA

v

O tB

v

O tC

v

O tD
图 1-12

3. 一物体做直线运动，它在前2 s内的平均速度是6 m/s，在后3 s内的平均速度是4 m/s，

那么该物体在5 s内的平均速度是 。

中考链接

（2010年·宁夏）如图1-13所示是王濛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500 m短道速滑比赛中以43.05 s成绩夺金的场景。在滑行的过程

中，以冰面为参照物，王濛是 （选填“运动”或“静

止”）的；若以43 s的运动时间计算，王濛完成500 m短道速滑的平均

速度是 m/s。

小知识

用手抓住飞行的子弹

飞行员用手抓住了飞行的子弹，好像匪夷所思，但从相对运动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觉得

第一章 机械运动

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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