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抓子弹”的奥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法国飞行员在2000米高空飞行时，
发现身边似乎有一条“小虫”在蠕动着，他抓来一看，令他大吃一
惊，竟是一颗德国制造的子弹。



参照物













地壳运动



他们说的对不对？

       为什么小朋友说乘客是运动的，而司机却说乘客
是静止的？

一、参照物



为什么描述同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比较标准不同

地面

行驶的车

3.说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要看以哪个物体做标准。这个被选作标
准的物体 叫参照物

研究对象

参照物



跟踪练习

    3.研究物体运动情况时（运动还是静止时），被选作标准
的物体叫参照物。

太阳

地面

岸

船

地球

车



用直线把下列物体运动与对应的参照物联系起来：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 火车

月亮在云朵里慢慢穿行。
地面

飞驶火车中的旅客说：“树木、房屋
正向后退。”

地球

同步卫星静止在高空某处。 云

跟踪练习



3.参照选择注意事项：

    （1）参照物可以选择静止的物体，也可以选择运动的物体，
一旦被选定，就假定该物体是静止的。 

（2）不能以研究对象本身为参照物。

（3）为了方便研究物体的运动情况，一般选择地面为参照物。

     请大家描述某一物体的运动情况，看看各是以什么物体为参照物的？

（研究对象、参照物、运动情况） 



把课本平放在桌上，课本上放一个笔盒，推动课本使它沿桌面缓缓移动，思考以
下问题：
1、选取课桌作标准，笔盒和课本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

2、选取课本作标准，笔盒、课桌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

3、选取笔盒作标准，课桌和课本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

(相同、不同)

(笔盒是静止的，课桌是运动的)

(课桌是运动的，课本是静止的 ）

①描述同一物体,参照物不同,运动状态可能_______。
②说同一物体,运动、静止,取决于所选________。

(运动)

(参照物)

——物体的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



乘坐的列车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

Ø相对于不动的乘客，列车是静止的;
Ø相对于车外的事物，列车是运动的。



飞机空中加油

Ø相对于尾随加油的飞机，被加油飞机是静止的;
Ø相对于地面，被加油飞机是运动的。



乘坐电梯人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

Ø相对于电梯，人是静止的;
Ø相对于地面，人是运动的。



游云西行而谓月之东驰

运
动
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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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

       说一个物体运动或静止是相对于(于参照物而言) 
的，选择的参照物不同，物体的运动状态也一般不

同，所以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



难点的突破

1.给定参照物，怎样判断物体的运动和静止？

选定的参照物
（假定不动）

 研究对象

位置关系不变

相对静止

 位置关系改变
相对运动



 2.已知物体运动或静止，怎样判断参照物

研究对象

静止

运动

相对于 静止？谁

相对于
  运动？

谁

参照物
谁

谁



三、相对静止

地球同步卫星在运行 宇航员在舱外工作；



相对静止

空中加油机正在加油



乘坐玻璃电梯向外观看,有什么感觉？

相对静止

花样跳伞运动员空中摆出造型



以风洞为参照物，飞机是________的；
若以风为参照物，飞机是________的。

静止
运动



相对静止的应用：空中加油
★相对静止的条件：



我国的“亚洲一号”地球同步卫星，
它相对于地面是_____ 的，相对于
太阳是_____的。

相对静止的应用：地球同步卫星

静止
运动



当两物体运动快慢和方向相同时，它们彼此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杂技演员在表演

相对静止

接力赛跑，运动员交接 接力棒时。





趣闻轶事中的“运动与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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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子弹相对于飞机的飞行速度很小。 



两岸猿生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一、参照物

       1、概念：被选作标准的物体（假定不动）

2、判断物体是运
动还是静止

①看选哪个物体作参照物

②看被研究物体与参照物之间是否
发生位置变化

知识梳理



3、参照物的选择

     （1）不选研究物体本身作参照物

     （2）参照物的选择是任意的

     （3）一般选地面或地面上静止的物体作参照物



接力赛中接棒运动

{
2、科学技术上{

同步卫星

马拉松赛跑，给运动员递饮料，要边跑边递。

 飞机空中加油

两艘宇宙飞船在空中对接

二、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

        选择不同的物体作参照物时，物体的运动或静止的情况
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