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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
一、课标考点分析

考点内容 课标要求 命题预测

力的概念与力
的作用效果

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力，
认识力的作用效果

对此考点的考查是学生基本考查内容，出现的概率较高，考查题型主要有选择
题、填空题，在考题中对此考点的考查经常与摩擦力、相互作用力和平衡力共
同组成一个考题。本考点的命题点有：什么是力、常见力的大小估测、辨别施
力物体和受力物体、力的作用效果、相互作用力等

力的三要素与
力的示意图

通过改变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
点了解力的三要素的作用

常见题型是作图题，也有选择题、填空题。命题点有：认识力的三要素对力的
作用效果的理解、画力的示意图等

弹力与弹簧测
力计

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弹力，
会测量力的大小，通过实验探究
，学会使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各种
力

对弹力概念的考查题型出现概率较低，利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大小属于常考
热点，实验探究弹簧的弹力与弹簧伸长量的关系属于冷门考点；常见考题题型
有选择题、填空题和实验探究题。主要命题点有：弹力的概念、弹力的三要素
、弹力作图、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等

重力
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
认识重力的三要素，了解重心的
概念及应用

对重力的考查属于常考热点，常见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作图题、实验探究
题等。命题点有：重力的概念、重力的大小、重力方向的应用、重心的概念及
应用、探究物体所受重力与质量的关系等



02

考情分析

二、考情分析

《力》是中考必考内容，在考题中经常和《运动和力》相结合。虽然本单元在试卷中所占分值不

大（一般在1-3分之间），但作为必考内容，仍需要考生加强对本单元的复习，做好备考准备。

对本单元的考查，从出现概率看，主要有：力的作用效果、相互作用力、力的测量与估测、重力

的方向及应用、重心的概念等。考试题型也非常多样，主要有：选择题、填空题、实验题和综合

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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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一、力

3.力的
三要素

1.力的
概念

4.力的
示意图

2.力的作
用效果

5.相互作
用力

力

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用符号“F”表示；在国际单位制中，
力的单位是牛顿，简称牛，用符号“N”表示

（1）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使物体发生形变；
（2）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1）大小；（2）方向；（3）作用点

在受力物体上沿着力的方向画一条线段，在线段的末端画一个
箭头表示力的方向，在线段的起点（或终点）表示力的作用点

（1）同时产生、同时消失，没有先后、主次之分；（2）大小
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作用在两个物体上；
（3）施力物体同时也是受力物体，受力物体同时也是施力物体

1.力的概念

2.力的作用效果

3.力的三要素

4.力的示意图

5.相互作用力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一、力

（1）我们平时所说的物体受到了力，虽然没有明确指明施力物体，但施力物体一定是存在的；

（2）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不表示“有力作用在物体上时，物体的运动状态一定会发生改变”。如用力

推静止的汽车，汽车仍然静止，此时虽然有力作用在物体上，但汽车的运动状态没有改变；

（3）力的三要素均能影响力的作用效果，当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改变时，力的作用效果就会随之改变；

（4）因为力的三要素决定了力的作用效果，所以我们要描述一个力时，就必须指明该力的三个要素。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1 力的概念与力的作用效果

（1）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

“物体对物体”：一个物体不会产生力的作用，有力一定有施力物体和受力物体两个物体。

“作用”：力是一种作用，如果物体间没有推、拉、挤、压等作用，就不存在力。

（2）力的作用效果：一是可使物体发生形变；二是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物体的速度、方向改变

或速度和方向同时改变）。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1 力的概念与力的作用效果

【例1】（2023·贵州）力能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下列情况中与其它三个力所产生的作用效果不同的是（ ）。

A.手对弹簧的力 B.磁体对小球的力 C.手对撑杆的力 D.手对弓的力

【变式1-1】（2023·德阳）下列体育项目中的一些现象，运用物理知识

解释错误的是（ ）。

A. 拔河运动中甲队赢得乙队，但双方的相互作用力是一样大的；

B. 运动员投出篮球后，手对篮球不产生力的作用；

C. 足球比赛中，前锋运动员将足球踢向球门，说明力可以改变足球的运动

状态；

D. 滑冰运动员在比赛中穿与冰面接触面积小的冰鞋，减小了对冰面的压强

【变式1-2】（2023·甘孜州）如图所示，右边小船

上的人用力撑开左边那一只小船，结果两只小船将向

______（选填“相同”或“相反”）方向移动，这说

明力的作用是______的。

B

形状变化

?

D
相反

相互

压力不变时，受力面积减小，压强增大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2 力的三要素与力的示意图

力的作用效果与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有关。力的三要素指的是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

画力的示意图的步骤：

一找点：找力的作用点；

二画线：沿力的方向画线；

三线段末端画箭头；

四标符号：在箭头附近标上力的符号和大小。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2 力的三要素与力的示意图

【例2】（2023·苏州）按要求作

图：图中，箱子静止在水平桌面

上，画出箱子受力示意图。

【变式2-1】（2023·武威）如图甲所示，

小阳乘坐机场水平电梯时，放在电梯上的手

提箱与水平电梯以相同速度匀速直线前进，

乙图是手提箱在水平电梯上的简化图，请在

乙图中画出手提箱此时受力的示意图。

【变式2-2】（2023·深圳）小白同学用斜

向右上的拉力拉动物体向右做匀速运动，请

在图中：

①画出绳子对手的拉力F，

②物块受到的摩擦力f。

G

F支

G

F支

f F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3 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1）任何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但要注意题目中针对的是什么问题。若力的相互性在该问题中不是主

要因素，即可认为该问题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原理”无关。

（2）根据相互作用力的特点来区分平衡力与相互作用力：

两个相互作用的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分别作用在两个物体上。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3 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例3】（2023·凉山州）车站广场上，常常看到人们将旅行包

放在拉杆箱上，如图所示，若地面和拉杆箱A的上表面均水平，

拉杆箱A和旅行包B在水平推力F的作用下，一起向右做匀速直线

运动，不计空气阻力，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 A对B具有水平向右的摩擦力；

B. B的重力和A对B的支持力是一对平衡力；

C. A的重力和地面对A的支持力是一对平衡力；

D. B对A的压力和B的重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

【变式3-1】（2023·贵州）“交通文明，从我做起”，交通

安全一直是人们时刻关注的话题。如图所示，A、B，两车发

生了追尾。在两车撞击瞬间，A车对B车的力___________（选

填“大于”、“小于”或“等于”）B车对A车的力。

【变式3-2】（2023·广西）如图，在龙舟比赛的整个过程中，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各队的平均速度一定一样大

B. 打鼓声主要通过水传给选手

C. 向后划桨，桨会受到水向前力

D. 冠军队的龙舟所受阻力一定最小

A、B间有摩擦力吗？

A受力是平衡力

A：少了一个力

受力物体是两个

B

A对B的力与B对A的力是
相互作用力

等于

力是相互作用力
C



稿定PPT
稿定PPT，海量素材持续更

新，上千款模板选择总有一

款适合你

02

02

弹力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一、密度

弹力

弹性与塑性

弹力

弹力的

三要素

弹性：物体受力发生形变，撤去外力后又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发生这种形变

叫做弹性形变，物体这种性质叫做弹性

塑性：有些物体发生形变后不能自动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发生的这种形变叫

做塑形形变，物体的这种性质叫做塑性

弹力：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产生的力叫做弹力

产生条件：

①两物体相互接触；

②接触处相互挤压或拉伸而发生弹性形变（相互接触的物体间不一定产生弹

力，如相互接触但没有发生相互作用的物体间是没有弹力的）

大小：与物体的材料和弹性形变程度有关

方向：始终与物体形变方向相反，与物体恢复原状的方向相同，或与使物体

发生形变的力的方向相反，且总是与接触面垂直

作用点：在两个物体的接触面上，也可等效在接触面的一点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二、弹簧测力计

1.弹簧测力计

弹簧测力计
测量力的大小的工具叫做测力计。其中利用弹簧受到的拉力越大，弹簧的伸长量就越长的原理制成的

测力计叫做弹簧测力计

弹簧测力计的使用

方法

使用前：（1）观察量程：待测力的大小不能超过量程；（2）明确分度值：知道每一小格表示多少牛

；（3）校零：检查指针是否指在零刻度线上。若没有，要调节至对齐；（4）沿弹簧轴线方向轻轻来

回拉动几次挂钩，放手后观察指针是否能回到零刻度线处，以防止弹簧卡壳

使用时：（1）测量：要使弹簧测力计的弹簧轴线方向跟所测力的方向在一条直线上，弹簧不要靠在刻

度盘上（避免因摩擦而影响测量的准确程度）；（2）读数：应让视线垂直于刻度盘读数；（3）记录

：在记录数据时要带上单位；（4）待测的力（物体）一定要在弹簧测力计的挂钩一端

★特别提醒：弹簧测力计是测量力的工具，不仅能测竖直方向或水平方向的力，其他方向的力也可测量。在测量时

，只要保证弹簧测力计所测力的方向与弹簧测力计的轴线方向一致即可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二、弹簧测力计

2.弹簧测力计的测量原理（拓展实验）

【实验探究】弹簧的伸长量与拉力的关系

【实验过程】如图所示，将弹簧固定在支架上，旁边直立放置一刻度尺，记下挂钩上挂钩码前弹簧下端的位置，然

后每次增加两个钩码（每个钩码对弹簧的拉力均为0.5N），使弹簧所受拉力逐渐增大，通过刻度尺读出弹簧每次的

总伸长量Δl，记录实验数据如下表。

实验序号 1 2 3 4 5 6 7

拉力F/N 0 1 2 3 4 5 6

弹簧伸长量Δl/cm 0 1 2 3 4 7 11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二、弹簧测力计

2.弹簧测力计的测量原理（拓展实验）

【探究归纳】通过实验可以发现，在弹簧限度内，弹簧受到的拉力越大，弹簧的伸长量越长，且弹簧的伸长量与弹

簧受到的拉力成正比，这就是弹簧测力计的测量原理。当超过弹簧的弹性限度后（如本实验中当拉力超过4N后），

弹簧发生非弹性形变，撤去外力后弹簧将无法自动恢复到原状。

★特别提醒：弹簧长度与弹簧伸长量

弹簧的伸长量与弹簧的长度不一样。弹簧不受任何拉力时的长度叫做弹簧的原长，一般用l0表示，弹簧受到拉力之

后的长度一般用l表示，则弹簧的伸长量就是Δl=l-l0，如图所示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1 弹力的概念

（1）弹力产生的条件：“接触”且“产生弹簧形变”；

（2）常见的压力、拉力、支持力等都是弹力；

（3）受力物体受到的弹力是由施力物体发生弹性形变产生的。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1 弹力的概念

【例1】关于弹力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弹力的大小只与形变的程度有关

；

B．压力、拉力、支持力都属于弹力

；

C．放在桌面上的一根弹簧一定产生

了弹力；

D．只有弹簧、橡皮筋等物体才可能

产生弹力

【变式1-1】（2023·宜昌）如图在跳板跳水比赛中，

运动员向下压跳板使之弯曲，跳板恢复原状时将运动员

向上高高弹起，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运动员对跳板的压力是跳板形变产生的；

B. 运动员对跳板的压力与跳板对运动员的支持力是一对

平衡力；

C. 运动员起跳时的动能是由跳板的弹性势能转化而来的

；

D. 运动员在空中上升过程中，机械能逐渐增大

【变式1-2】（2023·徐州）如图

所示，请画出水坝上O点受到水压

力F的示意图。

①两物体相互接触；

②接触处相互挤压或拉伸而发生弹性

形变;

③弹力大小与物体的材料和弹性形变

程度有关

B

人对跳板的力与跳板对人的力是相互作用力

?

部分机械能会转化成内能

C

压力是垂直于坝面向下的

是运动员形变产生的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2 弹簧测力计

（1）弹簧测力计的使用口诀：

认分度、看量程、先校零；

要顺拉、勿摩擦、不猛拉；

正对看、记数值、带单位。

（2）弹簧测力计的读数：弹簧测力计倒挂时，弹簧测力计显示的拉力=弹簧测力计外壳对弹簧的拉力+重物对弹簧

的拉力。

（3）弹簧测力计和力的相互性：当弹簧测力计处于静止状态或用弹簧测力计匀速拉动物体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就等于作用在挂钩上的力的大小。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2 弹簧测力计

【例2】（2023·广州）小明计划制作一个简易弹簧测力计，要求：

①测量范围为0~30N；②分度值为1N；③用木板M做刻度板；④相邻两刻度线之间的距离相等且适当大一些。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小明对已有的四根弹簧做了如下测试：

如图1，把弹簧挂在竖直木板M上，测出弹簧原长l0，如图2，把30N的重物挂在弹簧下端，测出弹簧总长l。测试结

果如下表。请你帮小明选择一根最合适的弹簧，并说明不选其他三根的理由。

弹簧代号 甲 乙 丙 丁

l0/cm 2.00 4.00 4.00 8.00

l/cm 20.00 22.00 6.10 35.00

取走重物后弹簧能否恢复原状 不能 能 能 能

30N超出了它的弹性限度 形变量太小

最大形变量超过了木板长度故，选乙弹簧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2 弹簧测力计

【变式2-1】从实验室借来一把弹簧测力计如图甲所示，直接测量铁柱的重量

，读数如图乙所示；测完后同学发现了问题，问题是______。如果要改正问题

，他要______（选A或B）；

A．把刻度板向上拉，指针对准零刻度线。

B．把刻度板向下拉，指针对准零刻度线。

用调整好后的此弹簧测力计测量铁柱，铁柱的重量应为______N。

【变式2-2】（2023·无锡）如图所示，用手拉弹

簧使弹簧伸长，弹簧发生了弹性形变。关于该实验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说明力能改变物体的形状；

B. 拉弹簧的力越大弹簧伸长越长；

C. 发生形变后的弹簧对手指产生弹力；

D. 手对弹簧的拉力和弹簧对手的拉力是一对平衡力

√

F=2.2N-0.4N=1.8N

没调零

B

1.8

？

D

√

√

√

相互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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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千款模板选择总有一

款适合你

02

03

重力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一、重力

重力

由于地球的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叫做重力，通常用字母G表示

1.重力的产生

（1）重力的施力物体是地球，受力物
体是地球附近的物体；
（2）重力的效应：使物体从高处落向
地面或使物体由向下落的趋势；
（3）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地球
吸引物体的同时，物体也吸引地球

2.重力的特点

物体所受重力跟它的质量成正比。G=mg，G表示重力，m表示质
量，g表示重力与质量的比值

3.重力的大小

（1）重力的方向总是竖直向下
，而不是垂直向下。
（2）重力的方向不受其他作用
力的影响，与物体的运动状态及
位置无关；
（3）重力方向的应用：人们在
一根线下吊一重物，就做成了一
根铅垂线。因为重力方向始终竖
直向下，所以铅垂线静止时总竖
直向下

4.重力的方向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二、探究重力的大小和质量的关系

【提出问题】物体所受重力与它质量有什么关系

【猜想与假设】通常我们感觉到物体的质量越大，就越重。因此可以作出猜想：物体所受的重力与质量存在一定

的关系，物体的质量越大，它所受的重力越大

【设计实验与制定计划】用弹簧测力计分别测出总质量不同的钩码所受重力的大小，观察、比较钩码所受总重力

的大小与总质量有何关系

【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

（1）固定弹簧测力计，使其保持竖直状态。

（2）把一个质量为50g的钩码挂在弹簧测力计的挂钩上，当钩码静止时，读出的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即钩码所受重

力的大小，将其记录在表格中。

（3）用同样的方法分别测出2个、3个、4个、5个、6个、7个相同的钩码的重力，并把测量结果记录在表格中。

（4）以质量为横坐标，重力为纵坐标，作出钩码重力大小跟其质量的关系图像，如图所示。

质量m/kg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重力G/N 0.49 0.98 1.47 1.96 2.45 2.94 3.43
重力与质
量的比值/
（N·kg-1

）

9.8 9.8 9.8 9.8 9.8 9.8 9.8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二、探究重力的大小和质量的关系

【分析论证】

（1）由实验数据可知，当质量成倍数增加时，重力也成倍数增加，物体所受的重力与其质量的比值不变。

（2）由G-m图像可知，此图线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说明物体所受的重力跟它的质量成正比。

【归纳总结】

大量精确的实验表明，物体所受重力跟它的质量成正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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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跟它的质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写成g=G/m，即G=mg。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三、重心

重心的概念

地球吸引物体的每一部分，物体的各部分都受到重力的作用。但是，对于整个

物体，重力的作用的表现就好像它作用在某一点上，这个点叫做物体的重心。

重心实际上是物体各部分受到重力作用的等效作用点。

重心的位置

（1）形状规则、质量分布均匀的物体，

它的重心在它的几何中心处，如图所示

（2）质量分布不均匀的物体，重心的位置除与物体的

形状有关外，还跟物体的质量分布有关。如图所示是空

杯、少半杯水、大半杯水时杯子和水重心大致位置。

（3）物体的重心不一定在物体上。如质量分布均匀

的圆环的重心在环的中心处，不在环上。

特别提醒：

（4）重心的位置与物

体所在的位置及运动

状态无关。

（5）为了研究问题方

便，在受力物体上画

力的示意图时，常把

力的作用点画在重心

上。



夯基·基础知识梳理
三、重心

▲拓展培优“支撑法”和“悬挂法”确定重心

（1）支撑法：适用于长条状物体。把挂有两个鹦鹉的长条棍放在手指上，仔细调节手指在长条棍的位置，使其在

手指上平衡这是就可以找到长条棍的重心（即在支点上方，如图甲所示）。

（2）悬挂法：适用于薄板，如图乙所示，用细线通过薄板上某一点A将其悬挂起来。当薄板静止时，用铅笔沿悬

线在薄板上画出竖线AB；如图丙所示，用细线再通过另一点C把薄板悬挂起来，当薄板静止时，沿悬线在其上画

出另一条竖线CD，则AB、CD两直线的交点O就是薄板的重心。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1 重力与重心

【例1】下列物体所受重力的的示意图正确的是

（  ）。

【变式1-1】关于重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空心的足球没有重心；

B．物体的重心不一定在物体上；

C．将质地均匀的木球的中心挖去后，木球的重心就消失了；

D．物体受到的力全部都作用在重心上

【变式1-2】（2023·德阳）如图所示，手提箱子离地在竖直方向处于静止状

态，请在图中画出箱子的受力示意图。

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重力的作用点应画在其
重心上

A ？

？

B

G

F

任何形状的物体都有重心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2 重力的大小

物体质量的大小与外界条件无关，只取决于物体本身所含物质的多少。航天员在月球上所受重力虽然大

小不同，但在月球上的质量和地球上的质量是相等的。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2 重力的大小

【例2】（2023·上海）以下哪个物体的重力最接近0.5N

（ ）。

A. 一张课桌 B. 一个手机

C. 一个鸡蛋 D. 一个中学生

【变式2-1】（2023·德阳）重力的方向总是 的，一物

体质量m=10kg，则物体的重力G=______N。

【变式2-2】小明同学在探究“重力的大小跟质量的关系”实验中，得到下表中的实验数据。

(1)实验中，需要的测量工具包括弹簧测力计，以及______；

(2)第3次实验“物体3”的重力如图a所示(物体处于静止状态)，根据实验结果完成表格中第3次

实验的有关数据。

(3)根据上面实验结果可知：同一物体重力与质量的比值为______N/kg；

(4)月球对它表面附近的物体也有引力，这个引力是地球对地面附近同一

物体引力的1/6。若一个连同随身装备共90kg的航天员到达月球表面，

根据上面实验结果，月球对他的引力是______N；

(5)小明对太空中的星球比较感兴趣，他从网上查得：甲、乙两个星球表面上物体的重力(G)与其质量(m)的关系如图b所示，从图中

信息可知，相同质量的物体在甲星球表面上的重力______(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其在乙星球表面上的重力。

实验次数 被测物体 物体质量m(kg) 重力G(N) 比值G/m(N/kg)

1 物体1 0.1 0.99 9.9

2 物体2 0.4 3.88 9.7

3 物体3 0.5 ______ ______

C

G=mg=10kg×10N/kg=100N

竖直向下

100N

天平

4.9 9.8

147

大于

9.8



提升·必考题型归纳
考向03 重力的方向及应用

【例3】（2023·天津）如图所示，建筑工人在砌墙时常用

铅垂线来检查墙壁是否竖直。这是利用了（ ）。

A. 重力的方向 B. 重力的大小

C. 重力的作用点 D. 重力与质量的关系

【变式3-1】（2023·福建）投掷实心球是体育项目之一。请在

图中画出静止在水平地面上实心球的受力示意图。

【变式2-2】如图所示是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探究重力方向的实验装置。

（1）将该装置放在水平桌面上后，逐渐改变木板M与桌面的夹角α，会观察到悬线OA的方向_____（填“变化”或“不变”）；

（2）剪断悬线OA，观察小球下落的方向是__________；

（3）从以上实验现象分析可得出：重力方向_________，建筑工人经常使用的 就是该原理的应用。

A

G

F支

重力的方向竖直向下

不变

竖直向下

竖直向下 重垂线



感谢观看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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