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点一、超重和失重 

1．实重和视重： 

  (1)实重：物体实际所受的重力，与物体的运动状态无关。 

  (2)视重. 

  ①当物体挂在弹簧测力计下或放在水平台秤上时，弹簧测

力计或台秤的示数称为视重。 

  ②视重大小等于弹簧测力计所受物体的拉力或台秤所受物

体的压力。 



知识点二 动力学图象问题 

1．三种图象：v－t图象、a－t图象、F－t图象． 

2．图象间联系：加速度是联系v－t图象与F－t图象的桥梁． 

3．三种应用： 

  (1)已知物体的运动图象，通过加速度分析物体受力情况； 

  (2)已知物体受力图象，分析物体的运动情况； 

  (3)通过图象对物体的受力与运动情况进行分析． 

4．解题策略 

  (1)弄清图象斜率、截距、交点、拐点的物理意义． 

  (2)应用物理规律列出与图象对应的函数方程式． 



考点考法典例分析 

考点考法一  超重和失重现象的分析 

  当物体具有竖直方向的加速度时，物体对支持物的压力F(或对
悬挂物的拉力F)会大于或小于物体所受的重力，这种现象叫超重或
失重现象．超重和失重现象与生活联系密切，是高考选择题的命题
热点，但许多同学对现象的认识存在误区． 

1．超重、失重和完全失重的比较 



2．理解超重和失重应当注意的问题 

     (1)不管物体处于超重状态还是失重状态，物体本身
的重力并没有改变，只是“视重”发生了变化． 

     (2)超重和失重现象与物体的速度方向无关，只取决
于加速度的方向．加速度向上是超重，加速度向下是失
重． 

     (3)在完全失重的状态下，由于重力产生的物理现象
都会完全消失，如上下放置的物体间不再相互挤压、天平
失效、浸在水中的物体不再受浮力、液体柱不再产生压强
等． 



  典例1应用物理知识分析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可以使物理
学习更加有趣和深入。例如，平伸手掌托起物体，由静止开始
竖直向上运动，直至将物体抛出。对此现象分析正确的是（ ） 

  A．手托物体向上运动的过程中，物体始终处于超重状态 

  B．手托物体向上运动的过程中，物体始终处于失重状态 

  C．在物体离开手的瞬间，物体的加速度大于重力加速度 

  D．在物体离开手的瞬间，手的加速度大于重力加速度 



考点考法二 物体系的超重和失重现象 

  考法：当物体系的部分物体具有竖直方向的加速度或具

有竖直方向的分加速度时，系统处于部分超重或失重状

态．此时系统对支持物的压力(或对悬挂物的拉力)会大于或

小于系统的总重力．此类问题可以用隔离法分析，但比较繁

琐，若熟练应用超、失重现象的结论，则可巧妙、快速地作

出判断． 



  方法：活用结论分析系统的超重、失重现象 

  在如图甲、乙、丙所示的三个情景中，物体M静止，当
物体m具有如图所示的加速度a时，地面对物体M的支持
力．FN分别如下： 

 



考点考法三由已知图像研究物体的运动和受力情况 

1．考法：图象能鲜明地表示物理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表
达物理规律，同时利用图象法也能巧妙、灵活地分析问题，
所以图象问题一直是高考常考的内容之一，题型多为选择题，
有时也会渗透到实验题和计算题中．动力学中常见的图象有v

－t图象、x－t图象、F－t图象、F－a图象等． 

图象语言、函数语言及文字语言构成表达物理过程与物
理参数关系的3种语言，3种语言与物理情景之间的相互转换
是确立解题方向、迅速明确解题方法的前提． 



2．正确识别、解读图象问题的方法 

  （1）分清图象的类别 

  分清横、纵坐标所代表的物理量，明确其物理意义和反映的物
理过程，会分析临界点． 

  （2）注意特殊点的应用 

  图线与横坐标、纵坐标的交点、图线的转折点、两图线的交点
等，往往都代表着物体特殊的情景和状态，要充分利用． 

  （3）善于挖掘、推理间接信息 

  把图象与具体的题意、情境结合起来，利用斜率、特殊点、面
积等的物理意义，获取从图象中反馈出来的间接信息．这些信息往
往是解题的突破口或关键点． 



  典例3－1质量为2 kg的物体在水平推力F的 

作用下沿水平面做直线运动，一段时间后撤去F，其运动的v

－t图象如图所示．g取10 m/s2，求： 

  (1)物体与水平面间的动摩擦因数μ； 

  (2)水平推力F的大小； 

  (3)0~10 s内物体运动位移的大小． 

A． 

           D． 



  解析：(1)设物体做匀减速直线运动的时间为△t2、初速度

为v20、末速度为v21、加速度为a2，则 

  设物体所受的摩擦力为Ff。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 

  Ff=ma2，其中Ff=－μmg 

  联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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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设物体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时间为△t1、初速度为v10末

速度为v11、加速度为a1。则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F＋Ff=ma1 

  联立得F=μmg＋ma1=6 N 

  (3)根据v－t图线与时间轴围成的面积，得 

   

  答案：(1)0.2    (2)6 N    (3)4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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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象中提取所需的信息，是解答此类问题的关键，本题

的分析思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逻辑流程如下： 



  考点考法四 利用图象描绘物体的动力学特点 

  根据已知的物理情景和模型，找到或作出符合要求的动力学

图象，或者运用图象解答复杂的物理问题．解答此类问题时，首

先要明确模型中涉及物体的受力情况和运动情况，掌握相关物理

量的变化特点，有时还要找出某个量的函数关系式，才能进行正

确的判断． 



  判断动力学图象的一般思路 

  1、常用规律：牛顿第二定律、运动学规律、功能关系等． 

  2、若是“多过程”问题，则需注意各“子过程”的特点、

各“子过程”的区别与联系、各“衔接点”的数值等． 



  典例4－1 (多选)如图(a)，一物块在t=0时刻 

滑上一固定斜面，其运动的v－t图线如图(b)所示．若重力加
速度及图中的v0、v1、t1，均为已知量，则可求出（ ） 

  A．斜面的倾角 

  B．物块的质量 

  C．物块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 

  D．物块沿斜面向上滑行的最大高度 





  典例4－2 某人乘电梯从24楼到1楼的v－t图 

像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0~4 s内人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加速度为 

l m/s2 

  B．4~16 s内人做匀速直线运动，速度保持 

4 m/s不变，处于完全失重状态 

  C．16~24 s内，人做匀减速直线运动，速度由4 m/s减至0，
处于失重状态 

  D．0~24 s内，此人经过的位移为72 m 





课后练习： 

  1．将地面上静止的货物竖直向上吊起，货物由地面运
动至最高点的过程中，v－t图象如图所示．以下判断正确的
是（ ） 

  A．前3 s内货物处于超重状态 

  B．最后2 s内货物只受重力作用 

  C．前3 s内与最后2 s内货物的平均速度相同 

  D．前3 s末至笫5 s末的过程中，货物的机械能守恒 



         2．如图所示，木箱内有一竖直放置的弹簧，弹簧上方有一
物块；木箱静止时弹簧处于压缩状态且物块压在箱顶上．若在某
一段时间内，物块对箱顶刚好无压力，则在此段时间内，木箱的
运动状态可能为（ ） 

  A．加速下降        

  B．加速上升 

  C．减速上升        

  D．减速下降 



         3．引体向上是同学们经常做的一项健身 

运动。该运动的规范动作是两手正握单杠，由悬垂开始，上拉时，
下颚须超过单杠面；下放时，两臂放直，不能曲臂(如图所示)。这
样上拉下放，重复动作，达到锻炼臂力和腹肌的目的。关于做引
体向上动作时人的受力，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 

  A．上拉过程中，人受到两个力的作用 

  B．上拉过程中，单杠对人的作用力大 

于人的重力 

  C．下放过程中，某段时间内单杠对人的作用力小于人的重力。 

  D．下放过程中，人只受到一个力的作用 



        4．若货物随升降机运动的v－t图像如图所示(竖直向上

为正)，则货物受到升降机的支持力F与时间t关系的图像可

能是（ ） 



  5． (多选)一人乘电梯上楼，在竖直上升过程中加速度a随
时间t变化的图线如图所示，以竖直向上为a的正方向，则人对
地板的压力（ ） 

  A．t=2 s时最大         

  B．t=2 s时最小 

  C．t=8.5 s时最大       

  D．t=8.5 s时最小 



        6．如图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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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砝码的移动很小，几乎观
察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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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和m2，各接触面间的动摩擦因数均为μ．重力加速度为g． 

  (1)当纸板相对砝码运动时，求纸板所受摩擦力的大小； 

  (2)要使纸板相对砝码运动，求所需拉力的大小； 

  (3)本实验中，m1=0.5 kg，m2=0.1 kg，μ=0.2，砝码与纸板左端
的距离d=0.1 m，取g=10m/s2．若砝码移动的距离超过l=0.002m，人
眼就能感知．为确保实验成功，纸板所需的拉力至少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