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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教學方案是按照本校的高一物理教學大綱內容編寫，其中包括講學章節共

九章及相關練習。 
 

每章章節都附有練習題及例題，這些練習題及例題是我校高一物理科組編寫

的，作者將其分別置於每章節之後，以方便老師及學生使用，另外，這些練習題

中的計算題部份都有分析解答：若學生不明白時，只要按分析按鈕，就會有相應

的題目分析，若學生還不明白或要知道答案，只要按答案按鈕就會提供學生答案。 
 

為了讓學生答得輕鬆，選擇題採用動畫形式，若果學生答對了，就會有相應

的動畫及語氣鼓勵，但是若果答錯了，就要受到批評，不過仍會有提示，讓學生

再來一次，目的是讓學生多做幾次，從而對該章節有所掌握。 
             

另外，在教案設計上本人也加入一些個人平常時的小實驗，這些實驗簡單容

易明白又有趣，例如講到摩擦力的問題時，本人就設計了一個實驗，將兩本書頁

對頁夾在一起，由於摩擦力的關係，它們就可以承擔一定重的物體，但減少頁與

頁的數量時，摩擦力也隨之減少。又例如用尺測量人的反應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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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 

 
由於現今的學生普遍有厭學情緒，對學校課本教材的學習不感興趣，但對課

外的電腦遊戲及公仔書就相當感興趣，換句話講，就是現在的學習教材不能吸引

學生的學習興趣，如何將學生的學習情緒帶到課堂上呢？這是教學人員應該要思

考的一個問題。因此，本人就構思如果在現有的教材上加添一些有趣的動畫，在

視覺感觀上應該可以吸引大部分學生重新投入學習上。又由於本人任教物理，但

物理又是一門實驗性的學科，因此有許多小實驗是有趣又簡單的，學生又容易自

己做的，如果將他們做的小實驗做成短片放入教學軟件中，再將其播放給學生自

己看，從中學習，應該更能吸引學生。在這基礎上三年前本人就開始做這相關的

軟件設計工作。今年是本人第三年設計這個軟件教案，目的是想與上兩年（初二、

初三）的物理教案相連貫。目標是建立一個系統的中學物理教件，因為目前本澳

還未有有統一的物理教件，在這個基礎上本系列教案已用了三學年，效果可以，

在教學活動的過程中，本人不時修改該教學課件，以期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和效

益。 
 

另一方面，學生學習態度明顯比傳統教學方法好多了。在這個教學課件中，

學生最喜愛的就是練習題中選擇題部份，因為，這部份以動畫形式列出問題，因

而學生感到有趣，從而提高對學習的積極性，這也是本人做這個課件的目的。另

外，在教案設計上本人也加入一些個人平常時的小實驗，這些實驗簡單容易明白

又有趣，例如講到摩擦力的問題時，本人就設計了一個實驗，將兩本書頁對頁合

在一起垂直擺放，由於摩擦力的關係，就算在書下面掛重物書都不會掉下來，通

過這有趣的實驗讓學生來個比賽，看誰做的實驗掛物最重，結果同學都感到有趣

而積極嘗試，該堂課就這樣激活了，效果好多了。又例如，講到自由落體時，有

一個實驗既是有趣又簡單的，那就是測量學生的反應時間，只要有一把直尺就能

做實驗，把直尺與要被測試同學的手有一段豎直距離，當該同學看到直尺鬆手下

滑時，就要用單手接著把尺，利用自由落體的知識，就能計算出反應時間。這亦

是同學感到有趣的實驗，通過多媒體的再現，學生就會更有動力去學，因為這是

他們親身試過的。 
 

但是這個教學課件的教學內容和排版還是比較粗糙，還未完善和詳盡，還需

要進行不斷的加工整理。 



高一物理 
物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4

使用方法 

 
本作品共有九章，是用 powerpoint 及數碼像機拍攝動畫而形成的教案資料。 

 
首先要在放映的電腦中安裝好 Realplayer 或其它可以播放動畫的軟件程式，

然後用 powerpoint 放映，當選取好要用的章節後，若果影片中有畫像的頁面，只

要在畫像任何位置中點播，畫面就會變成動畫。 
 

另外，教案中每個板面都有一些按鈕可以在相關頁數中來回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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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年度上學期第一段高一級物理科教學進度表 

                   2006-9-2 

周次 月份  課

時 
章節 註釋 

1 1.1 光的直線傳播 掌握光的傳播 
2 1.2 光的速度  掌握真空的速度 

二 5/9 至 
 
9/9 3 1.3 光的反射  平面鏡 掌握反射定律 

4 1.4 光的折射 掌握折射定律 
5 練習  

三 12/9 
至 
17/9 6 1.5 全反射 理解全反射條件 

7 練習  四 20/9 
至 
24/9 

8 1.6 棱鏡 掌握棱鏡的計算 

9 練習  
10 測驗  

五 26/9 
至 
30/9 11 2.1 力&2.2 重力 掌握 

12 2.3 彈力&2.4 胡克定律 熟練胡克定律 
13 2.5 摩擦力 熟練摩擦力問題 

六 3/10 
至 
8/10 14 練習  

15 2.6 力的合成 
16 練習 

七 10/10 
至 
15/10 17 2.7 力的分解 

理解 
 
熟練 

18 練習 掌握 
19 2.8 受力分析 掌握 

八 17/10 
至 
22/10 20 2.9 矢量 同一直線上的矢量運算 熟練 

21 練習  
22 測驗  

九 24/10 
至 29/10 

23 受力分析(質點概念) 掌握 
24 8.1 共點力平衡(一) 掌握 
25 8.2 共點力平衡(二) 熟練 

十 31/10 
至 
5/11 26 練習 拓展 

27 複習  
28 複習  

十一 7/11 
至 
12/11 29 複習  

十二 14/11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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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年度上學期第一段高一級物理科作業工作量表 

    註:書代表課本的作業.冊代表練習冊的作業                 
2006-9-2 

周次 月份  章節 作 業 
書 P6 練習 1-6 
書 P8 練習 1-3 
書 P12 練習 1-6 
冊 P1 填空 1-5 
冊 P1 選擇 1-4 

二 
 
 
至 
 
三 

5/9 
 
 
至 
 
17/9 

1 

冊 P2 判斷 1-9 
書 P17 練習 1-6 
書 P19 練習 1-4 
書 P21 練習 1-4 
書 P22 練習 1-3 
冊 P3 填空 1-6 
冊 P3 選擇 1-4 

四 
 
 
至 
 
 
六 

20/9 
 
 
至 
 
 
8/10 

1 

冊 P4 計算 1-3 
書 P47 練習 1-4 
書 P48 練習 1-3 
書 P52 練習 1-4 
書 P54 練習 1-6 
書 P56 練習 1-4 
書 P60 練習 1-3 
書 P62 練習 1-5 
冊 P5 填空 1-10 
冊 P6 選擇 1-12 
冊 P7 判斷 1-8 

七 
 
 
 
 
至 
 
 
 
 
九 

10/10 
 
 
 
 
至 
 
 
 
 
26/10 

3 

冊 P8 計算 1-4 
書 P153 練習 1-3 
書 P156 練習 1-2 
書 P157 練習 1-2 
冊 P9 填空 1 
冊 P10 計算題 1 

九 
 
 
至 
 
十 

27/10 
 
 
至 
 
5/11 

8 

冊 P11 計算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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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年度上學期第二段高一級物理科教學進度表 

2006-9-2 
 

                                             
                                             

 
  

周次 月份  課時 章        節 註釋 
1 4.1 機械運動機 掌握 
2 4.2 位移 掌握 

十三 21/11
至

26/11 3 4.3 位移和時間的關係 熟練 
4 4.4 速度 掌握 
5 4.5 速度和時間的關係 熟練 

十四 28/11
至

3/12 6 練習 掌握 
7 4.6 加速度 掌握 
8 練習 掌握 

十五 5/12 
至

10/12 9 4.7 勻變速直線運動規律 掌握 
10 練習 熟練 
11 4.8 自由落體(一) 掌握 

十六 12/12 
至

17/12 12 4.8 自由落體(二) 熟練打點計時器 
13 練習 掌握 
14 複習 熟練 

十八 26/12 
至

31/12 15 大測 掌握 
16 5.1 牛頓第一定律 掌握 
17 5.2 加速度和力的關係 熟練 

十九 3/1 
至 
7/1 18 5.3 加速度和質量的關係 掌握 

19 5.4 牛頓第二定律 熟練 
20 5.5 牛頓第三定律 掌握 

廿 9/1 
至 
14/1 21 5.6 力學單位制 熟練 

22 複習 掌握 
23 複習 熟練 

廿一 16/1 
至 
21/1 24 複習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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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年度上學期第二段高一級物理科作業工作量表 

註:書代表課本的作業.冊代表練習冊的作業                   2006-9-2 
        

周次 月份  章節 作業 
書 P66 練習 1-2 
書 P68 練習 1-4 
書 P70 練習 1-3 

十三 
 
 
 

21/11 
 
至 
27/11 書 P73 練習 1-3 

書 P75 練習 1-4 
書 P79 練習 1-3 
書 P82 練習 1-3 

十四 28/11 
 
至 
 
30/11 

4 
 

冊 P13 填空 1-6 
冊 P13 選擇 1-4 
書 P85 練習 1-3 
書 P91 練習 1-3 
書 P92 練習 4-6 
書 P93 練習 1-6 
冊 P15 選擇 1-6 

十四 1/12 
 
至 
 
3/12 

4 

冊 P16 實驗 1 
書 P99 練習 1-4 
書 P105 練習 1-5 
冊 P17 填空 1-5 
冊 P17 選擇 1-7 

十五 5/12 5 

冊 P18 實驗 1 
書 P107 練習 1-4 
書 P110 練習 1-3 
書 P112 練習 1-4 
書 P113 練習 2-7 
冊 P19 填空 1-12 
冊 P20 實驗 1-2 
冊 P21 選擇 1-6 

十六 
 
 
至 
 
 
廿 

12/12 
 
 
至 
 
 
14/1 

5 

冊 P21 計算 1-5,6(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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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年度下學期第三段高一級物理科教學進度表 

2006-12-17 
 

 
 

周次 月份  課時 章        節 註釋 
一 25/1 1 6.1 豎直上抛 掌握 
  2 練習 掌握 
  3 6.2 曲線運動 掌握 
二 31/1 4 練習 掌握 
  5 6.3 運動的合成和分解 
  6 練習 

掌握平抛相當於勻速直線

和自由落體 
三 21/2 7 6.4 平抛物體的運動 掌握 
  8 練習 掌握 
  9 8.1 力的平衡 掌握 
四 28/2 10 8.2 力矩 力矩的平衡 掌握 
  11 練習 熟練 
  12 複習 熟練 
五 7/3 13 大測  
  14 9.1 動量 掌握 
  15 練習 熟練 
六 14/3 16 9.2 衝量和動量定理 掌握 
  17 練習 掌握 
  18 9.3 動量守恒定律 掌握 
七 21/3 19 練習 掌握 
  20 9.4 動量守恒應用 掌握 
  21 練習 掌握 
八 28/3 22 9.5 反沖運動及應用 掌握 
  23 練習 掌握 
  24 複習 熟練 
九 6/4 25 大測  
  26 複習  
十 11/4 27 複習  
  28 複習  
十一 18/4  期中考 18/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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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年度下學期第三段高一級物理科作業工作量表 

              
2005-12-17 

 
 

 
 
 
 

周次 月份  章節 作業 
一 25/1 6 書 P117 練習 1-4 
   書 P120 練習 1-3 
   書 P122 練習 1-2 
   書 P125 練習 1-3 
   書 P129 練習 1,3 
二 31/1  冊 P24 填空 1-9 
   冊 P24 選擇 1-6 
   冊 P25 實驗 1-2 
   冊 P26 計算 1-5 
四 28/2 8 書 P153 練習 1-3 
   書 P156 練習 1,2 
   書 P157 練習 3,4 
   冊 P28 填空 1-3 
   冊 P28 選擇 1-5 
六 14/3 9 書 P159 練習 1-3 
   書 P164 練習 1-3 
   書 P167 練習 1-2 
   書 P170 練習 1-2 
   書 P175 練習 2,3,4 
七 21/3  書 P176 練習 1-3 
   冊 P29 填空 1-3,5,6 
   冊 P29 選擇 1-7 
   冊 P30 選擇 1-6 
   冊 P32 是非題 1-2 
八 28/3  冊 P33 計算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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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年度下學期第四段高一級物理科教學進度表 

                                                                                     
2007-4-17 

           

周次 月份  課時 章        節 註釋 
十一 18/4 1 10.1 功 掌握 
  2 10.2 功率 掌握 
  3 10.3 動能和動能定律 拓展 
十二 25/4 4 練習 掌握 
  5 10.4 動力勢能 掌握 
  6 練習 掌握 
十三 3/5 7 10.5 機械能守恒 掌握綜合應用 
  8 10.6 機械能守恒應用 掌握 
  9 機械能守恒應用 掌握 
十四 9/5 10 機械能守恒及動量應用 掌握 
  11 10.7 功能原理 拓展綜合應用題 
  12 練習 掌握 
十五 17/5 13 複習  
  14 大測  
  15 11.1 圓周運動 掌握 
十六 23/5 16 11.2 向心力和向心加速度 掌握 
  17 練習 掌握 
  18 11.4 勻速圓周運動應用 掌握綜合應用 
十七 29/5 19 練習 掌握 
  20 11.5 離心現象及其應用 掌握 
  21 11.6 萬有引力定律 掌握 
十八 3/6 22 練習 拓展綜合應用題 
  23 11.7 人造地球衛星 掌握 
  24 宇宙速度 掌握 
十九 8/6 25 萬有引力練習 拓展 
  26 複習  
  27 大測  
廿 14/6 28 複習 掌握 
  29 複習 掌握綜合應用 
  30 複習 掌握 
廿一 20/6  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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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年度下學期第四段高一級物理科作業工作量表 

 
 
 
 
 
 
 

周次 月份  章節 作業 
十一 18/4 10 書 P182 練習 1-3 
   書 P185 練習 1-4 
   書 P189 練習 1-4 
   冊 P36 填空 1-12 
十三 9/5 10 書 P193 練習 1-3 
   書 P196 練習 1-3 
   書 P198 練習 1-4 
   冊 P36 作圖 1-6 
十四 9/5 10 書 P201 練習 1-3 
   書 P203 練習 1-4 
   書 P204 練習 1-3 
   冊 P38 計算 1-2 
十五 17/5 11 書 P209 練習 1-3 
   書 P212 練習 1-3 
   書 P215 練習 1-3 
   冊 P39 填空 1-7 
十六 23/5 11 書 P220 練習 1-3 
   書 P221 練習 4-5 
   書 P223 練習 1-3 
   冊 P39 選擇 1-6 
十七 29/5 11 書 P224 練習 4-6 
   書 P225 練習 1-3 
   書 P225 練習 4-7 
   冊 P40,41 作圖 
十八 3/6  書 P226 練習 1-2 
   書 P226 練習 3-4 
   書 P226 練習 5-6 
十九 8/6  冊 P41 計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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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物理 

 

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電筒、激光電筒 

第一章 光的反射和折射 第一節 光的直線傳播 
教學目標 1.知道什麼是光源及其與反光物體的區別； 

2.知道光具有能量，以及光能與其他形式能量的轉化； 
3.知道在同一均勻介質中沿直線傳播並會畫出光線。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光是從哪裡來的？（能夠發光的物體叫做光源） 
光源發出的光是怎樣傳播的呢？  

學生思考 

 
發 
 
 
 
 
展 

把一電筒或激光電筒打開，可以看到電筒和激光電筒

發出來的光線沿一直線射出，可說明光線在空氣中沿直線

射出。 
若把光束射向水中時，可看到水中也是沿直線的路

徑，說明什麼問題呢？（說明了光只有在同一種物質中傳

播時，路徑是直的。） 
光在同一種均勻物質中是沿直線傳播的。 

 
 
學生聆聽 
 
 
 
 

 
 
應 
 
 
 
 
 
 
 
用 
 
 
 

那麼，怎樣表示光的方向呢？ 
畫一條直線，在直線上畫上箭頭表示光的傳播方向。 
例 
 
 
 
 
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多例子來驗証光沿直線傳播。

 
 

 
 
學生觀察 

結 
論 

１．能夠發光的物體叫做光源； 
２．光在同一種均勻物質中是沿直線傳播的。 

學生聆聽 

作 
業 

練習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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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邁克耳孫測定光速實驗器 

第一章 光的反射和折射 第二節 光的速度 
教學目標 1.知道光以有限速度傳播，記住光在真空中的速度 c=3.0x108 米/秒；

2.知道測定光速原理，具體了解邁克耳測定光速的方法。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初中物理課本已經學過光的速度是 c=3.0x108 米/

秒。那麼，這個數據是如何測出的？ 
學生思考 

 
發 
 
 
 
 
展 

歷史上最早測量光的速度的科學家是伽利略，但是郤

沒有真正測出光的速度，原因是他沒有很好的計時工具。 
其後，丹麥天文學家羅默利用天文觀察法：利用大距

離的方法測量，發現光是以有限速度傳播的。 
1849 年法國物理學家斐索首先在地面上測出了光

速。以後，又有許多科學家採用更精密的方法測定光速。 

 
 
學生聆聽 
 
 
 
 

 
 
應 
 
 
 
 
 
 
 
用 

以下是簡單介紹美國物理學家邁克耳孫的旋轉棱鏡

法，如書ｐ５圖。 
經過八面鏡轉過八分之一轉所用的時間和兩山峰的

距離就可以算出光在空氣裡的速度，邁克耳孫校正得出： 
 
c=(299796±4)千米/秒 
 

1975 年國際計量大會決議，把真空中光速最可靠值定為

c=(299792458±1)米/秒 
在通常的情況下計算光的速度可取 
c=3.0x108 米/秒 

 
 
學生觀察 

結 
論 

光在真空中的速度近似取 c=3.0x108 米/秒； 學生聆聽 

作 
業 

練習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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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平面鏡、激光電筒 

第一章 光的反射和折射 第三節 光的反射 平面鏡 
教學目標 1.理解反射定筆的確切含義，並能用來解釋光現象和計算有關的問

題及反射光路是可逆的； 
2.知道平面鏡是怎樣成像的，會畫出成像的光路圖，像的特點； 
3.理解什麼是虛像。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把一激光電筒射在一平面鏡上，反射光線射在牆上，

為什麼有這一現象？ 
學生思考 

 
發 
 
 
 
 
展 

原來一束光線射向平面鏡時，會有反射現象。 
 
        法線 

入射光線 
       
     i   r       反射光線 
 
 

反射定律：1.反射光線跟入射光線和法線在同一平面上； 
         2.反射光線和入射光線分別位於法線兩側； 

      3.反射角等於入射角。 

 
 
學生聆聽 
 
 
 
 

 
 
應 
 
 
 
 
 
 
用 

平面鏡成像：1.物體和像到鏡面的距離相等； 
        2.物體與像的大小相同； 
        3.平面鏡成的是虛像。 

虛像就是指不是由實際光線會聚出來的點。 
 
             A        A’ 
 
 
        B                  B’ 
 

 
 
學生觀察 

結 
論 

平面鏡所成的像是虛像。 學生聆聽 

作 
業 

做練習及練習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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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筷子、水和碗 

第一章 光的反射和折射 第四節 光的折射 
教學目標 1.理解折射定律的含義，並能用來解釋光現像和計算； 

2.知道折射率的定義以及折射率是反映介質光學性質的物理量； 
3.知道折射率與光速的關係 n=c/v 並能用來計算。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把筷子和筆放入杯子中，看上去好像變淺了,而且看

上去水中的部份向上彎折了。筷子彎折了這是什麼原因造

成的? 

學生思考 

 
發 
 
 
 
 
 
 
 
 
 
 
 
 
 
 
 
 
 
 
 
展 

這是光的折射現象造成的。那麼，什麼叫光的折射? 
光從一種介質射入另一種介質時，傳播方向發生改變

的現象。 
        N 

    A 
     i           
        O   空氣 
               水/玻璃    
        r 
 
            B 

OA---入射光線；OB---折射光線； 
i---入射角；r---折射角； O---入射點  

在初中已學過，折射光線跟入射光線和法線在同一平

面上，折射光線和入射光線分別位於法線的兩側。 
但入射角和折射角之間存在什麼關係呢？早在 1621

年，斯涅耳終於找到它們之間的關係 
Sini/Sinr=n 

這就是光的折射定律，也叫斯涅耳定律。這個公式可說明

入射角的正弦跟折射角的正弦之比是一常數ｎ。 
例光線從空氣到玻璃 n=1.5； 
        空氣到水  n=1.33； 
        空氣到酒精 n=1.36 
這些數據說明了 n 跟介質有關，這可以反映介質的光學性

質的物理量，這個量叫做介質的折射率。不同的介質就有

不同的折射率。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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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 

科學經多次理論和實驗的研究都說明了：某種介質的

折射率(n)等於光速(c)跟光在這種介質中的速度(v)之比 
n=c/v 

光線從真空到某介質時的折射率，叫做某介質的折射率，

其實也是絕對折射率。 
    設光由介質 1 射入介質 2，這時的折射率叫做介質 2
對介質 1 的相對折射率，用 n21 來表示 
如玻璃對空氣的相對折射率是 1.5 
  水對空氣的相對折射率是 1.33 
所以 Sini/Sinr=n 在這裡的 n 寫成 n21 即 Sini/Sinr=n21 
而介質的折射率跟光在介質中的速度有關，設光在介質 1
的速度為 V1，在介質 2 的速度為 V2 
所以介質 2 對介質 1 的折射率為 n21； 

介質 1 對介質 2 的折射率為 n12。 
則有 n21= V1/ V2；n12=V2/V1。 
空氣中的光速可認為等於真空中的光速，因此空氣的絕對

折射率可以認為是 1，某種介質對空氣的相對折射率可認

為等於這種介質的絕對折射率。 
即 n21= V1/ V2=(c/V2)/(c/V1)= n2/n1= 1/n12。而絕對折射率

和相對折射率可寫成 Sini/Sinr= n21=n2/n1 
也就是 n1Sini=n2Sinr 
例 1：光在真空中速度為 3x108m/s，光在折射率為 1.35

的介質中傳播時，速度應為多少? 
解： n=c∵ ÷v∴v=c÷n=3x108m/s÷1.35=2.2 x108m/s 
例 2：一束光從真空射入某介質，其折射率為√2，入射角

450，則折射角是多少? 
解： n=sini÷sinr √2= sin45∵ ∴ 0÷sinr   

sinr=√2/2÷√2=1/2 r=30∴ 0. 
例 3：一光線從真空射入某介質中，入射角為 450，入射

光線與折射光線所成角度 165 0，求介質折射率? 
解：∵由幾何關係得折射角 r=300  

∴n=sini÷sinr= sin450÷sin300 =√2/2÷1/2=√2.  

 
 
學生觀察 

結 
論 

某種介質的折射率(n)等於光速(c)跟光在這種介質 
中的速度(v)之比 n=c/v。 

學生聆聽 

作 
業 

做練習及練習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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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全反射棱鏡 

第一章 光的反射和折射 第五節 全反射  
教學目標 1.了解光的全反射現象，掌握臨界角和全反射條件； 

2.會用公式 sinc=1/n 計算。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i       疏                 i      密 
   
            密                     r     疏 

r 
i> r∠ ∠                  i<∠ ∠r 
i∠ 增大 r∠ 增大         i∠ 增大 r∠ 增大 
i=90∠ 0 r≠90∠ 0          當 i∠ 達一定角(臨界

角) r=90∠ 0 
                      當 i>∠ 臨界角折射消失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發 
 
 
 
 
 
 
展 

全反射條件 1.光密到光疏；2.入射角(i)≧臨界角(c)。 
臨界角 c 折射角為 900 的入射角； i< c∠ ∠ 反射和折射；

i c∠ ≧∠ 全反射。任何介質進入空氣的臨界角 c 
  Sinc=1/n 
水的臨界角 c=arcsin1/n=48.8∠ 0 
例 1：分別求出水晶及酒精對空氣的臨界角?光在它們中

的傳播速度是多少? 
解：n 酒精=1.35     n 水晶=1.55 

c∠ 水晶=arcsin1/1.55=40.20         c∠ 酒精=arcsin1/1.35=47.80 
v 水晶=c/n 水晶=3x108m/s÷1.55=1.94x108m/s 
v 酒精=c/n 酒精=3x108m/s÷1.35=2.22x108m/s 
例 2：光線在某介質速度 1.5x108m/s，介質的折射率為何?

光線從介質射入空氣時，發生全反射臨界角為何? 
解：  n=c/v=3x10∵ 8m/s÷1.5x108m/s=2 
    Sinc=1/n      c=arcsin1/2=30∵ ∴∠ 0 
例 3：一光線從真空射入某介質，折射率為√3，入射角為

600 則折射角為多少? 
解：  n∵ 空氣=1 n∴ 空氣 sini=nsinr   1xsin60∴ 0=√3sinr   

sinr=√3/2x1/√3=1/2   r=arcsin1/2= 30∴ 0   

 
 
學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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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全反射棱鏡 

第一章 光的反射和折射 第五節 全反射  
教學目標 1.了解光的全反射現象，掌握臨界角和全反射條件； 

2.會用公式 sinc=1/n 計算。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4：三棱鏡頂角 300 光線與 ab 面成直角射入，由 ac 面

射出，測得偏離原方向 300 求三棱鏡折射率? 
解： i=30∵ 0   i’=300    r=600            30

0 
nsini=n∴ 空氣 sinr 
nsin300 =1xsin600 
n=sin600÷sin300 =√3/2÷1/2=√3 

 
例 5：某介質折射率√2，光線從介質射出空氣時，發生全

反射臨界角為何? 
解：  ∵ 發生全反射條件是光密到光疏 r=90∴ 0 

nsini=n∴ 空氣 sinr 
√2sini =1xsin900 
sini=√2÷2     i=arcsin√2/2=450 

例 6：光從光______介質射入光_______介質時，可能發

生全反射，發生全反射的條件是_______; 
     太陽光經三棱鏡後將得到一條彩可見光帶偏折角度

最小是_____色光，折角度最大是_____色光。 
例 7：由某種材料制成的等腰直角棱鏡 abc，放在空氣中

入射光線以 600 角從空氣向 ab 面折射角為 450，求

折射率?射入棱鏡的光線與射出棱鏡的光線夾角?
解：按圖編好 i∠ 、 I’∠ 、 r∠ 、 1∠ 、 

2∠ 、 3∠ 、 4∠ 、 5∠              A 
n∵ 空氣 sini=nsinr                
1xsin60∴ 0=nsin450              

n=√3/2÷√2/2=√6/2    
1∠ = i∠ - r=∠  650 -450=150    B                    C
3=90∠ 0- 1∠ - r= 90∠ 0 -150-300=300 

2+ 4=180∠ ∠ 0- A∠ -( 1+ 3)=45∠ ∠ 0  
I’=90∠ 0-( 2+ 4)=90∠ ∠ 0-450=450   n∵ 空氣

sin 5=nsin i’ 5=60∠ ∠ ∴∠ 0 2=∠ 5∠ - i’=∠ 150       

∴∠Θ= 1+ 2=∠ ∠ 300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3i 
r 

Q
5

i’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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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全反射棱鏡 

第一章 光的反射和折射 第五節 全反射  
教學目標 1.了解光的全反射現象，掌握臨界角和全反射條件； 

2.會用公式 sinc=1/n 計算。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8：已知光在空氣中傳播速度 3x108m/s，水的折射率 
n=4/3，玻璃折射率=3/2，求光在水和玻璃的速度?

解： n=c/v∵  
v∴ 水=c/n 水=3x108m/s÷4/3=2.25x108m/s 
V 玻璃=c/n 玻璃=3x108m/s÷3/2=2x108m/s  

例 9：光線在某介質速度為 1.5x108m/s，折射率為何?，光

線從介質射出空氣時，發生全反射臨界角為何? 
解： n=c/v=3x10∵ 8m/s÷1.5x108m/s=2 

sinc=1/n    c=arcsin1/2=30∠ 0 
例 10：如圖折射率為√2 的三棱鏡 abc，頂角 750，一光線

由 ab 入射經兩次折射後出射光線折射角為 900，

求原入射角?                        A 
解： ∵nsini’=n 空氣 sin900                          

√2xsini’=1x1 ∴         
I’=45∠ 0   1=45∠ 0 
2=180∠ 0 -750-450=600    
n∵ 空氣 sini=nsinr 
1xsini∴ =√2sin300             B           C 

sini=√2/2 
i=∠ arcsin√2/2=450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結 
論 

求臨界角公式 sinc=1/n； 求相對折射率 n 空氣 sini=nsinr 
求光在某介質中的速度公式 n=c/v 

學生聆聽 

作 
業 

做練習及練習冊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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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電筒、激光電筒 

第三章 力學 第一節 力 
教學目標 1.理解力的概念及二力平衡；理解重力、彈力、摩擦力的概念及胡

克定律；理解力的合成和分解；掌握平行四邊形法則；知道矢量

和標量的概念及矢量運算；初步熟悉物體的受力分析。 
2.理解力是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一定找出施力物和受力物體；知

道力的作用效果：改變物體的形狀(形變)和改變物體的運動狀態

(速度和方向)；知道力有大小和方向，要掌握力的圖示或力的示意

圖；知道力的分類。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力是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演示：用細繩使放在桌子上的

鈎碼上升。(細繩對鈎碼施加了力)；手拿起粉筆盒(手對粉

筆盒施加了力)；手推講台(手對講台施加了力)。 

學生思考 

 
發 
 
 
 
 
展 

以上這些都是要說明哪些是施力者?哪些是受力者?
要說明的是力的性質，沒有脫離物體而存在的力，一個獨

立的物體不會存在力的作用，即有受力物體一定有另一個

物體對它施加了力的作用，力是不能離開施力物體和受力

物體而獨立存在的。 
一個物體在力的作用下會有什麼產生呢? 
力的作用效果：物體的形狀或體積變化叫形變(例拉

長了彈簧、變曲的間尺)；改變物體的運動狀態(例靜(踼
球)---動及動(接球)---靜及改變方向(頭搥)) 

力的大小和方向：力是一個矢量(有方向和大小)；力

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點)。 
力的大小用彈簧秤來測量，單位是牛頓，簡稱：牛， 

符號：N。力是有方向的物理量。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1：某一物受到的重力方向是豎直向下；水中的船受到

的浮力是豎直向上。 
力的圖示法：用一條帶箭頭的線段(有向線段)來表示，線

段的長短表示力的大小。 
注意：箭頭指向表示力的方向，箭尾(或箭頭)常畫在力的

作用點上(在有些問題中為了方便常把物體用一個點

來表示)。 

 
 
學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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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電筒、激光電筒 

第三章 力學 第一節 力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總結 
 
 
作業 

例 2：卡車對拖車的牽引力 F 的大小是 2000 牛，方向水

平向右，作出力的圖示。 
步驟：選一標度(依題而定其大小)：如用 1CM 長的線段

表示 500N 的力，從力的作用點 O 向右水平畫一線

段四倍的標度，然後畫出箭頭表示方向。 
  500N 
                   F=2000N 
O 

例 3：作出下列力的圖示：物體受 250N 的重力；用細繩

拴一個物體，並用 400N 的力豎直上提物體；水平

向左踼足球，用力的大小為 1000N。 
說明：選不同標度力的圖示線段的長短可不同。 
力的平衡：物體受力後仍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 
二力的平衡：若一個物受兩個力的作用而保持靜止或勻速

直線運動狀態，則這物處於二力平衡。 
二力平衡條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f         F

作用在同一物上；作用在一同直線上。 
若有兩個(或以上)的力作用在同一物仍保 
持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這物是受力平衡。 
作用力及反作用力：物體間的相互作用力(相對性) 
力的分類：按性質命名：重力、彈力、摩擦力、分子力、

電力、磁力等。 
      按效果命名：拉力、壓力、支持力、動力、阻

力等。 
物理量：矢量：有大小、方向(例力、速度等) 

    標量：有大小無方向(例長度質量時間溫度等) 
力是不能離開施力物體和受力物體而獨立存在的。二力平

衡條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物上；作用在

一同直線上。 
練習冊第三章 

 
 
學生觀察 
 
 
 
 
 
學生做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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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力學 第二節 重力 
教學目標 1. 知道何為重力； 

2. 重力是如何產生的。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把粉筆向上抛後，粉筆會向下跌；把粉筆向上射後，

粉筆會向下跌。為什麼粉筆總向下跌呢? 
學生思考 

 
發 
 
 
 
 
展 

原來地球上任何一個物體總受到地球重力的作用。

重力：由於地球的吸引而使物體受到的力。 
說明：地球上物體受到的重力，其施力者是地球。物體都

有質量，只要在地球的引力範圍之內物體就會受到重力的

作用。重力的方向：豎直向下(也叫重錘線方向，也就是

與水平面相垂直的方向，因此，不能把豎直方向說成垂直) 
重力大小跟質量成正比，比值為 9.8 牛/千克，也就是計

算重力的大小公式：G=mg 
重力的重心：由於物體的每一部份都受到重力作用，為了

研究方便從效果上我們可認為物體受到的重力都集中在

一點上，這點叫物體的重心。對於形狀規則物體的重心都

在幾何體的中心，重心隨形狀變化而變化。 

 
 
學生聆聽 
 
 
 
 

 
 
應 
 
 
 
 
 
 
 
用 

萬有引力：地球對它周圍的物體有吸引的作用，地球與

月球、行星與太陽之間、任何兩個物體之間都有相互的吸

引力，叫萬有引力。計算兩個有質量物體間的相互作用力 
F=Gm1m2/r2 (G=6.67X10-11Nm2/kg2)萬有引力常數 
例 1：m1=50kg  m2=6x1024 kg   r=6400km 
F=Gm1m2/r2 =6.67X10-11Nm2/kg2x50x6x1024 kg÷(6.4x106) 2 
=488.5N 若用 G=mg 計算則 G=mg=50x9.8=490N 
畫出以下物體受到的重力 
 
 
 
 
 
 
 

 
 
學生觀察 

結論 重力：由於地球的吸引而使物體受到的力。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三章  

G G 
G 

G
G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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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彈簧、木板 

第三章 力學 第三節 彈力 
教學目標 1.知道什麼是彈力； 

2.知道什麼是形變。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用手拉彈簧，用力壓木板，它們的形狀都發生了變化

(形變)。形變：物體的形狀或體積的改變叫做形變。形變

的原因是物體受到了外力的作用。  

學生思考 

 
發 
 
 
 
 
 
 
 
 
 
 
 
 
 
 
 
 
 
 
 
 
 
展 
 

若把一塊橡皮泥用手捚成各種形狀，捚後將保持這種

形狀，不能恢復原來形狀。若把一彈簧拉或伸縮，放手後

恢復原來形狀。 
形變：不能夠恢復的形變叫塑性形變(不研究)； 

能夠恢復的形變叫彈性形變(以後合講)。 
由於某些物體的形變不能用肉眼觀察到。而物體受力

後發生形變，形變後的物體對跟它接觸的物體有什麼作用

呢?木塊壓在泡沬塑料上，泡沬塑料形變後對木塊產生向

上的支持力。彈簧拉木塊時，彈簧伸長後產生對木塊的彈

力，那麼，什麼叫彈力? 
彈力：發生形變的物體由於要恢復原狀對與它接觸的

物體會產生力的作用。那麼，彈力產生的條件是什麼? 
彈力產生的條件：跟物體發生的形變有關 
                跟形變物體的彈性有關 

彈力的方向：垂直於接觸面，跟物體恢復形狀的方向一致。 
例 1：把書放在桌面上，書壓桌面，書和桌面都有微小的

形變。書要恢復原狀對桌面有一個方向向下的彈力(壓
力)。而桌要恢復原狀有一個向上的彈力(支持力)。 
    在一般情況凡是支持物體對物體的支持力都是支持

物因發生形變而對物體產生的彈力；支持力的方向總是垂 
直於支持面並指向被支持的物體。 
例 2：用繩吊重物，繩對重物是否有彈力?物體受重力和

繩的拉力，物拉繩，繩拉重物使重物和物體都有极微小的

形變，發生形變的繩要恢復原形對重物產生向上的彈力

(拉力)。發生形變的重物要恢復原狀對繩產生向下的彈力

(拉力)。 

 
 
學生聆聽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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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力學 第三節 彈力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總結 
作業 

畫以下物體受到的彈力 
 

                     
 

 
 
 
 
 
 
 
 
 
 
 
 
 
畫出物體的受力示意圖 
 
 
 
 
 
 
 
 
 
 
 
 
支持力、壓力、拉力都是屬於彈力 
練習冊第三章 

 
 
學生觀察 
 
 
 
 
 
學生做題 

N 
N N 

N 
T1 T2 

N1 

N2 

N1 
N2 

N1 
N2 

F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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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彈簧、鈎碼 

第三章 力學 第四節 胡克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胡克定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前面定性地研究了彈力大小，這節定量地研究彈簧的

彈力跟哪些因素有關。 
學生思考 

 
發 
 
 
 
 
展 

把一個附有刻度的彈簧上挂鈎碼，當鈎碼數量增加

時，彈簧彈力加大，彈簧伸長，由這得到彈簧彈力大小跟

彈簧伸長度成正比，這就是胡克定律，即 f=kx 或 f=kΔx
K 為勁度系數，跟彈簧絲的粗細、材料、彈簧的直徑、繞

法、彈簧的長度等有關。這個量反映了彈簧的特性。X 為

伸長了的長度。 
例 1：有一彈簧 k=100N/cm，原長為 30cm，在其下挂一

個 50kg 的物體，求彈簧伸長後的長度？ 
解： k=100∵ N /cm   L0=30cm   f=50kgx9.8N/kg=490N

f=kx ∴x=f÷k=490N÷100N/cm=4.9cm 
L=L0+x=34.9cm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2：有一彈簧長 15cm，在下面挂 0.5kg 重物後長度變成

了 18cm，求彈簧的勁度系數 
解： L∵ 0=15cm   f=0.5kgx9.8N/kg=4.9N  

∴k=f÷x=4.9N÷(0.18-0.15)m=163.3N/m 
例 3：已知 G1=5N   L1=1.1m   G2=25N    L2=1.5m 
求：k  L0 
解： G∵ 1=kx1   L1= L0+x1     x1= L1-L0 

G2=kx2    L2= L0+x2      x2= L2-L0 

x2 –x1= L2-L1=1.5-1.1=0.4m    
G2-G1=k(x2-x1)=25-5=k0.4 k=50N/m    
x1=G1÷k=5N÷50N/m=0.1m 
L0=L1-x1=1.1m-0.1m=1m 
 
 

 
 
學生觀察 

結論 彈簧彈力大小跟彈簧伸長度成正比，這就是胡克定律。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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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木板、滑輪 

第三章 力學 第五節 摩擦力 
教學目標 1.理解摩擦力。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力學中常見的三種力是重力、彈力、摩擦力。對於每

一種力都要掌握它產生的條件，會計算力的大小，能判斷

力的方向，在前面我們已學過了兩種力：重力和彈力。今

日我們要學第三種力---摩擦力，摩擦力較其它力難掌握。 

學生思考 

 
發 
 
 
 
 
展 

靜摩擦力：兩個相互接觸的物體有相對運動趋勢時，

在接觸面間產生的阻礙相對運動的力，叫靜摩擦力。 
演示：當定滑輪的繩子下端懸掛 
50g 砝碼時，物塊保持靜止狀態。 
物塊靜止受板的靜摩擦力多大? 
方向如何?根據什麼判斷?若懸掛 
的砝碼增到 100g 物塊仍靜止。以 
上問題又如何?若將砝碼 B 拿走，靜摩擦力又將如何變?

 
 
學生聆聽 
 
 
 
 

 
 
應 
 
 
 
 
 
 
用 

最後得出一般靜摩擦力的大小沒有一個確定的值，當

物塊不動處於平衡狀態時，靜摩擦力的大小隨拉力的大小

變化而變，總是等於拉力的大小。 
   靜摩擦力方向總是沿接觸面切線方向跟拉力方向相

反，或說跟物體間相對滑動趋勢方向相反。 
   當懸掛在繩子下端的砝碼為 150g 時，物塊才剛開始

對於桌面板滑動，這時物塊所受的靜摩擦力叫什麼?它的

大小和方向如何? 
   靜摩擦力增大到某數值後，就不會再增大了，這時靜

摩擦力達到最大值，叫最大靜摩擦力，用 fmax 表示。最大

靜摩擦力方向是沿接觸面的切線方向跟物體起動的外力

方向相反或說跟物體相對運動的趋勢相反。 
在一般情況下最大靜摩擦力等於使物體將要開始運

動時所需的最小推力。 
靜摩擦力產生條件：相互接觸的物體間有相對運動趋

勢而又保持相對靜止。 
靜摩擦力的方向：跟接觸面相切跟相對運動趋勢的方

向相反。 
靜摩擦力的大小：0~fmax。 

 
 
學生觀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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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木板、滑輪 

第三章 力學 第五節 摩擦力 
教學目標 1.理解摩擦力。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發 
 
 
 
 
展 

滑動摩擦力：當一個物體在另一個物體表面上做相對滑動

時，要受到另一個物體阻礙相對滑動的力。 
   若之前實驗一旦物塊滑動後，只掛 139g 砝碼就能使物

體維持勻速運動，這時兩物體間的滑動摩擦力為多大?方

向如何?再做演示實驗：在大木塊上再放小木塊發現要掛

140g 的砝碼才能使物體維持勻速運動這又說明滑動摩擦

力的變化有什麼規律? 
   滑動摩擦力的大小跟兩物體間的正壓力 N 成正比。 
又把木塊依次放在玻璃上，木皮和毛巾上，用測力計拉木

塊使木塊勻速運動，觀察測力計的示數，發現三種情況，

測力計示數由小到大，說明接觸面越粗糙摩擦力越大。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1：一細繩繞過定滑輪連接 AB 兩物體，它們的質量為

10KG 和 5KG，物 A 在水平桌上靜止，繩與水平面

間的夾角為 300，定滑輪質量和摩擦可忽略，求物體

A 受到的靜摩擦力？ 
解：F=GB=mg=50N 
    F1=FSIN300=25N 

 F2=FCOS300=43.3N 
f=F2=43.3N 

 
 
例 2：質量為 10kg 的物體放在粗糙木板上，當木板與水

平面傾角為 370 時，物體恰好可勻速下滑，求物體

與木板間的滑動摩擦系數? 
解：f=μN 
    μ=f÷N=G1÷G2 

=GSin370÷GCos370 

=0.6/0.8=0.75 
 
 

 
 
學生觀察 

A
B

N

G

f
F1   F 
     F2 

N 

G1    
 

G  G2 

f 

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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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木板、滑輪 

第三章 力學 第五節 摩擦力 
教學目標 1.理解摩擦力。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滑動摩擦力例題 
例 1：已知：mA=10kg μ=0.2  

求：f 
解：f=μN=μmg 

=0.2x10kgx9.8N/kg=19.6N 
例 2：已知：mA=10kg μ=0.2  

求：f(最終) 
解：f=μN=μmg 

=0.2x10kgx9.8N/kg=19.6N 
例 3：已知：mA=10kg μ=0.2 N=100N 

求：f 
解：f=μN=0.2x100=20N 
注意在斜面上 N 與 G 不相等 
 

例 4：若右圖計算 f 也用 f=μN 計算 
 
 
 
 
例 5：若右圖計算 f 也用 f=μN 計算 
 
 
 
 
 
例 6：因為無擠壓，沒有 N 的存在， 

所以 f=0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N  v≠0 
f 

mg 

  v≠0 

A       A 

N  v≠0 
        f 
 
 
    G 

N     v≠0 
            F 
f 
 
       G 

  v≠0 
     N   
 
G 
f   F 

       v≠0(無擠壓)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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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木板、滑輪 

第三章 力學 第五節 摩擦力 
教學目標 1.理解摩擦力。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靜摩擦力例題 
例 1：指出下圖的靜摩擦力 

 
 

 
  
 

 
 

 
 

 
 
 
 

 
 
f0 靜摩擦力：有相對運動趋勢； 

為一變力由 0~ fmax； 
            通常用平衡條件確定 
例 2：重 100N 的物體放在μ=0.2 的水平地面上 fmax=25N，

物處於靜止， 
現用 10N 的水平力拉它，受到靜摩擦力 f1=10N；

改用 20N 的水平力拉它，受到靜摩擦力 f2=20N；

改用 30N 的水平力拉它，受到滑動摩擦力 f3=μN=20N；

用 30N 一段時間後，突變為 15N 則滑動摩擦力 f4=20N。 
例 3：畫出下列物體受到的力(包括 G、N、f)在水平面上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v=0 

 V=0 

N  v=0 
        f0 
 
 
    G 
f0=G 的分力(未數) 

f0=0f0                  F 

 
f0=F 

f0                  F 

 
f0≠F 

v=0 

f0=0 

F   v=0 

f0 

 

F 
 
G 
f0=G 

v=0  N 
   
      
     G 

v=0   N 
f0               F 

f0=F  G  
 

v≠0    N 
f          F 

 
G    f0=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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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木板、滑輪 

第三章 力學 第五節 摩擦力 
教學目標 1.理解摩擦力。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在斜面上 
 
  

 
 

 
  
 
連體 

 
 

 
 

 
 
 
 
 
 

 
 
fA=μ1NA        fB=f’Bμ2NB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v=0 
 
 B      F 
A   

NA         

f 0               F 

  
N’ B 

       GA 

N    V=0  
f0 

 
     

G 
 f0=G 的分力 

v≠0  
N 

          
光滑 
     G 

f=0 

NB 

 

B 
 
GB 

v≠0 AB 相對靜止

N    V=0  
F 

 
f 

G 

B      F 
A   

NB 

 

fB 
 
GB 

NA       

f’B fA         F 

  
       GA   

B       
A   
   v=0 

NA           f’0 

 
 

N’B 

GA 

NB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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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木板、滑輪 

第三章 力學 第五節 摩擦力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4：要使靜止在水平面上重為 3N 的物移動，至少需用

0.7N 水平推力，物體移動後只需 0.6N 水平推力就

可維持其勻速運動，則物體跟水平地面的動摩擦因

數是(0.6/3=0.2)，物與水平地面的最大靜摩擦力是

(0.7N)；若物體靜止時用 0.4N 水平拉物，此刻物受

到摩擦力是(0.4N)；若物運動起來後用 0.4N 水平拉

物此刻物受到摩擦力是(0.6N)。 
例 5：重 10 牛的物在水平面上滑行，受到滑動摩擦力是 5

牛，則物與水平面間滑動摩擦系數(μ=f/N=5/10=0.5) 
例 6：物在水平面上滑行時，受到滑動摩擦力是 3 牛，若

物與水平面間的滑動摩擦系數 0.15，那麼物所受重

力為(G=N=f/μ=3/0.15=20N) 
例 7：圖中物 A 重 10N，A 和桌間動摩擦因數μ=0.25N 當 
     當懸掛物 B 重 3 牛時，開始沿桌滑動， 
求 B 物重 1 牛時 A 與桌間的摩擦力? 

B 物重 6 牛時 A 與桌間的摩擦力? 
當 A 上再加重 10 牛的 C 物，B 重 
6 牛時，A 與桌摩擦力? 
解：∵要 3N 才在桌上滑動 
∴f=F=1N   f=μN=0.25x10=2.5N 
也是滑動摩擦力 f=μN=0.25x20=5N 
物體的平衡根據共點力的平衡條件  
水平 T=N2=NSinθ 豎直 G=N2=NCosθ 
∴細繩對球拉力 T= NSinθ=mgtgθ 
斜面對球支持力 N=mg/Cosθ 
分解例題：質量 m 的球，用水平的繩 OA 拴著靜止在光

滑斜面上，斜面傾角 θ，則繩對球拉力以及斜面對球支持

力大小為何?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結論 滑動摩擦力大小與摩擦面材料和光滑程度有關與相互間

壓力(彈力)成正比，f=μN，μ是動摩擦因數。動摩擦因數 
是無單位它是摩擦力跟壓力之比而滑動摩擦力方向總是

沿接觸面切線方向且跟物相對滑動方向相反。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三章  

A       
 

B

N    N1           

 N2     o )        A T 

    θ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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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木板 

第三章 力學 第六節 力的合成 
教學目標 1.理解力的合成。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在初中我們學過一個力產生的效果與兩個力共同作

用產生的效果相同，這個力就叫那兩個力的合力。求兩個

力的合力叫做二力的合成。 

學生思考 

 
發 
 
 
 
 
展 

已知同一直線上兩個力 F1、F2 大小是 2N 和 3N，若 F1、

F2 方向相同，那麼合力多少?方向如何? 
(5N，方向與 F1、F2 方向一致) 
若方向相反時，則合力為 1N。 
方向與較大那個力一致，這就 
是同一直線上二力的合成。 
如圖求兩個互成角度的共點力 
的合力，可用表示這兩個力的 
線段為鄰邊作平行四邊形，這兩個鄰邊間的對角線就表示

合力和方向，這叫做力的平行四邊形法則。 
而力的合成計算書 P54 有講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1：已知 F1=30N F2=20N 兩力 

的夾角為 600，求合力 F? 
解：F 合=√F1

2+F2
2+ 2F1F2Cosθ 

  =√302+202+ 2x30x20Cos600        F2
               A 

  =43.2N                     
tgφ=AB÷OB             O θφ         θ B 

=F2Sinθ÷( F1+F2Cosθ)                F1 
   =20x√3/2÷(30+20x1/2) 

=√3/4 
φ=arctg√3/4=23.40 

 00 300 450 600 900 1800 2700 3600

Sinα 0 1/2 √2/2 √3/2 1 0 -1 0 
Cosα 1 √3/2 √2/2 1/2 0 -1 0 1 
tgα 0 √3/3 1 √3 不存在 0 不存在 0 
ctgα 不存在 √3 1 √3/3 0 不存在 0 不存在 

 
 
學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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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力學 第六節 力的合成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2：若 F1=F2=50N，θ=600                         F1 
求 F 合力大小及方向？ 

解：利用平行四邊形法則             600 
F 合=√F1

2+F2
2+ 2F1F2Cosθ 

=√502+502+ 2x50x50Cos600                  F2 
=50√3N                     

方向：∵兩力相等∴兩力的合力方向為 θ 的角平分線上 
注意：合力的範圍： F∣ 1-F2 ΣF F∣≦ ≦∣ 1+F2∣ 
若 02 θ 180≦ ≦ 2         ΣF 隨 θ 增大而減少 
若 F1=F2，且夾角為 θ=1200 時，ΣF= F1=F2  
ΣF=√F1

2+F2
2+ 2F1F2Cosθ 

=√2F2+2F2(-1/2)   =F  
若 F1=F2=20N，θ=1202 時 ΣF=20N 
若 F1=10N F2=20N θ=1200 時，求 F 合的大小及方向 
解：利用平行四邊形法則             
F 合=√F1

2+F2
2+ 2F1F2Cosθ 

=√102+202+ 2x10x20Cos1200    =10√3N 
例 3：在圖中靠在豎直牆上物質量 m，物與牆間滑動摩擦

系數μ，力 F 與豎直方向間夾角 θ。 
當物沿豎直牆勻速上升時，推力 F 為(mg/Cosθ-μSinθ) 
當物沿豎直牆勻速下降時，推力 F 為(mg/Cosθ+μSinθ) 
F2=N  F1=f+G 
FCosθ=μN+mg 
FCosθ=μF2+mg 
F(Cosθ-μSinθ)=mg   
F=mg÷(Cosθ-μSinθ) 
F2=N  F1+f=mg 
FCosθ+μN=mg 
FCosθ+μF2=mg；F(Cosθ+μSinθ)=mg；F=mg÷(Cosθ+μSinθ)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結論 兩個互成角度的共點力的合力，可用表示這兩個力的線段 
為鄰邊作平行四邊形，這兩個鄰邊間的對角線就表示合力 
和方向，這叫做力的平行四邊形法則。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三章  

    F1       F

       θ 

N         F2 

   θ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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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        

f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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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木板 

第三章 力學 第七節 力的分解 
教學目標 1.理解力的分解。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把 1 個力作用的效果變成幾個力作用的效果，這幾個

力稱為這個力的分力；把一個力分成幾個力叫做力的分

解；力的分解相當於力的合成的逆運算(非唯一解)。有兩

個分解方法：正交分解法；按實際效果分解。 

學生思考 

 
發 
 
 
 
 
展 

正交分解法 
 
 
 
 
 
 
 
 
 
 
按實際效果分解 
若 m=10kg θ=600 ， 
則 G=mg=100N 
G1=G÷Cosθ=100÷Cos600=200N 
G2=Gtgθ=100x√3N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1：如圖 m=10kg α=300 ，物處 
靜止狀態，求 N f(g=10N/kg) 

解： m=10kg α=30∵ 0 ， 
    ∴G=mg=100N 把重力進行分解 
得 f=G1=GSinα=100Sin300=50N 

N=G2=GCosα=100Cos300=50√3N 
例 2：分解圖中力 F( Sin370=0.6； 

 Cos370=0.8) 
解： F1=FSin370=0.6F 
     F2=FCos370=0.8F 

 
學生思考 

F1             F  

θ     F2 

    

F1=FSinθ   

F2=FCosθ 
G1             

θ  θ    

G2 

       G 

G1=GSinθ       G2=GCosθ 
T                        G2 

θ          θ    

   G1 

                 G    

N                

f  

   G1  α α 

              G2 

         G 

F1           F   

 

  372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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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力學 第七節 力的分解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3：如圖 m=10kg，θ=450 ，物 
處靜止狀態，求繩子 AB 拉 
力 T，杆 CB 彈力 N1 ? 

解 1：把 T 分解成兩個力 T1，T2 
    T1=G=mg=100N 

N=T2=T1÷tg450=100N 
T=T1÷Sin450=100√2N 

解 2：T1=G=mg=100N，T2=N 
 T1=TSinα==√2/2T  

T2=TCosα==√2/2T 
√2/2T =T1=G=mg=100N 
T=100√2N 

     N=T2=TCosα=100N 
解 3：利用拉密定理 F1/Sinα=F2/Sinβ=F3/Sinγ 

∴T/Sinβ=N/Sinγ =G/Sinα 
T/Sin900=N/Sin1350=G/Sin1350   
T=Sin900G/Sin1350=1x100N÷√2/2=100√2N 
N=Sin1350G/Sin1350=G=100N 

例 4：分解圖中的力 G 
G1=GSin370=0.6G 

     G2=GCos370=0.8G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結論 把 1 個力作用的效果變成幾個力作用的效果，這幾個力稱 
為這個力的分力；把一個力分成幾個力叫做力的分解；力 
的分解相當於力的合成的逆運算(非唯一解)。有兩個分解 
方法：正交分解法；按實際效果分解。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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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木板 

第三章 力學 第八節 矢量 同一直線上的矢量運算 
教學目標 1.理解矢量運算。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在物理學裡把物理量分為兩類：標量(只有大小，沒

有方向)；矢量(有大小，又有方向)。 
學生思考 

 
 
 
 
 
發 
 
 
 
 
 
 
 
 
 
 
 
 
 
 
 
 
 
展 
 
 
 

例 1：在繩下端掛一重 G=100N，OA 
與豎直成 300 角使它保持靜止狀 
態，求 OA 和 OB 拉物體的力? 

解：G=T2=TCos300 
    F=T1=TSin300 
    OA：T=G÷ Cos300=115N 

    OB：T1=TSin300=575N 
例 2：在水平面上質量 m=10kg 的物沿水平面成 300 向右

上拉木箱使其勻速滑動，F=50N， 
求物受到的滑動摩擦系數 μ 

解：F2=FCOS300=f 
    G=N+FSIN300 

f=μN=μ(G-FSIN300 
     =0.5(50-50x1/2)=12.5N 
例 3：如圖 m=2kg 物處粗糙斜面 

上，用一力 F 推物使物 M 
沿斜面上勻速運動，求物 
對斜面的滑動摩擦力 f? 

解：F=f+GSin300   
N=GCos300   

f=F-GSin300 =μN- GSIN300 
=μGCos300-GSIN300 
=0.6x20x√3/2-20x1/2=0.4N 

共點力平衡 
例 1：已知 m=10kg θ=300，求 

繩拉力 T，牆對球支持力 N? 
解：T1=N=T2tgθ=57.7N；T2=G=mg=100N 

Cos∵ θ=T2÷T ∴T= T2÷ Cosθ=100÷√3/2=115.5N 

 
 
學生聆聽 
 
 
 
 
 
學生思考 

A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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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力學 第八節 矢量 同一直線上矢量運算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2：m=10kg，θ=600 ，  
求兩繩拉力 T1，T2? 

解：F1=G=mg=100N 
F2=T1=F1tg600=100√3N 

    Cos∵ θ= F1÷T2 
∴T2=F1÷Cosθ=100÷1/2=200N 

例 3：m=10kg，θ=300 ，求繩拉力 
T，斜面對物支持力 N? 

解：T=G1=GSINθ=mgSINθ=50N 
N=G2=GCOθ=50√3=86.6N  

例 4：兩拉力 T=10N，θ=600 ， 
求重力 G? 

解：用平行四邊形法則 
G=F=√T2+T2+2T2Cosθ 
=√102+102+2x102Cos600 
=17.3N 

例 5：m=10kg，θ=300 ，豎直檔板下物 
     靜止，求兩壓力 N1、N3? 
解：G=F1=mg=100N 

N2=F2=F1tgθ=100√3/3=57.3N 
N1=G/ Cosθ=115.5N 

例 6：θ=300 ，物勻速下滑， 
求滑動摩擦系數μ？ 

解： f=∵ μN∴μ=f/N=G1/G2 

=GSinθ÷G Cosθ 
     =√3/3=0.58 
例 7：m=10kg，θ=300，物 

勻速向前滑動，求 F? 
解：∵物勻速滑動∴f=μN 

∵f=F1   G=N+F2 

f=F1=FCosθ N=G-F2=G-FSinθ 
     FCosθ=μ(mg-FSinθ)   

∴F=μmg÷( Cosθ+μSinθ)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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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力學 第八節 矢量 同一直線上矢量運算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8：m=10kg，θ=300 ， 
物勻上升，求 F? 

解：∵f+G1=F1   F2+G2=N 
f=∵ μN  

∴F1-G1=μ(F2+G2)  
    FCOSθ-GSINθ=μ(FSINθ+GCOSθ) 
    F=G(COSθ+ SINθ)/( COSθ- μSINθ) 
例 9：已知 AB、BC、CD 長，     A 
      m=10kg，求繩拉力 T?                B 
 
                                C 
 
力矩平衡 
力矩平衡條件：使物體向順時針方向轉動的力矩之和等

於使物向相反時針方向轉動的力矩之和。 
例 1：m=10kg，θ=300 ， 
     求拉力 F?  
解：設 OA 長為 L，用力矩平衡條件 

FL1=GL2 
FLCosθ=GxL/2xSINθ 
F=GSINθ/2 Cosθ=(G/2)tgθ=50√3/3=28.9N 

例 2：m=10kg θ=300 ，L=1m 
輕杆求 T？ 

解：利用力矩平衡條件 2 

GL=TL’ 
GL=TLSinθ 
T=G/SINθ=200N 

例 3：m=10kg，θ=600，杆 
質量 0.2kg，求 T? 

解：利用力矩平衡條件 
TLT=G 杆L 杆+GLG 

設杆長 L  LT=LCOSθ L 杆=L/2SINθ LG=LSINθ 
T=(G 杆/2SINθ+GSINθ)/COSθ=(2/2.√3/2+100√3/2)/1/2=174.9N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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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力學 第八節 矢量 同一直線上矢量運算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4：半徑 R=1m，h=0.25m，m=1kg， 
求 A 點施最小力才把物拉上台階? 

解：G 的力臂為√R2-(R-h)2  
    F 力臂為 2R-h  

由力矩平衡條件 
     F(2R-h)=G√R2-(R-h)2  
    F= G√R2-(R-h)2 /(2R-h)=3.78N 
例 5：均勻細棒 OM，重 G=10N， 
     右端放在粗糙地面上，左端 
     用力 F 將它抬起，使它平衡 
     與水平地面成 θ=302，若 F 
     方向 OM 垂直，則力 F 多大? 
解：設細棒 OM 長為 L 
    F 力臂為 LF=L； 

G 力臂 LG=L/2COSθ 
    FL∵ F=GLG   

∴FL=GL/2COSθ      
F=4.3N 

例 6：均勻細榛 AB 質量 3kg，支點 
O 與 B 端距為全長 1/3，求 
使這棒靜止的最小力為何？ 

解：AB 長為 L；F 力臂 LF=2/3L 
    G 力臂 LG=L/2-L/3=L/6 
   FL∵ F=GLG  ∴F2/3L=mgL/6 

F=30x1/6x3/2=7.5N  
例 7：均勻棒 G=500N，θ=302 ， 
     P=400N，求 F? 
解：設棒長 L，F 力臂 LF=L 
    G 力臂 LG=L/2SIN302 ， 
    P 力臂 LP=LSIN302 ， 

FL∵ F=GLG+PLP= 
FL=GL/2 SIN302 +PLSIN302 ， 
F=G/2SIN302 +PSIN302 =250x1/2+400x1/2=325N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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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x2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 力學 第八節 矢量 同一直線上矢量運算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8：均質棒 AB 長 L=4 米，重 
1000N 掛一重物 GP=500N， 
用一細繩 AC 拉杆使整個 
系統靜止，求細繩拉力 T? 
細繩所產生的力矩 MT? 

解：TLSIN302 =GPLCOS302 +GL/2COS602  
    T=(500+500) COS602 /SIN302  

=1000N 
    M=TLSIN302  

=1000x4x1/2 
=2000N.m 

 
例 9：AB 是一均勻杆，C 是支點， 

AC=0.5m，CB=0.6m，若 A 端 
掛 12N 重物，B 掛 5N 恰好平 
衡，求杆重? 

解： AC=0.5m∵ ，CB=0.6m， 
∴O 為 AB 中點即 AO=BO=0.55m 
 CO=BC-BO=0.6-0.55=0.05m 
 利用力矩平衡條件 
 12N0.5=G0.05+5N0.6 
 G=(12x0.5-5x0.06)/0.05 

=(6-3)/0.05 
=60N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結論 力矩平衡條件：使物體向順時針方向轉動的力矩之和等

於使物向相反時針方向轉動的力矩之和。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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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一節 機械運動 
教學目標 1.理解質點、位移、路程的概念；理解勻速運動、變速運動的概念；

掌握勻速運動中位移和時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

和圖像)；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理

解速度和時間的關係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和圖像)；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掌握自由落體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機械運動：物體相對於其它物體的位置變化。 

參照物：判斷某一物體運動[的情況，被選作標準的

物體，叫參照物(參考系)。 

學生思考 

 
發 
 
 
 
 
展 

參照物不同，物體運動的情況也可能不同。選取參照

物應選簡單的，例如：大地、車、飛機等。 
質點：不考慮物體形狀、大小，把其看成一個有質量的點。 

物體運動的距離>>物體大小；整個物體上每一點運

動情況都相同。這都可視作質點。 
質點運動的軌跡是直線叫直線運動。 
質點運動的軌跡是曲線叫曲線運動。 

 
 
學生聆聽 
 
 
 
 

 
 
應 
 
 
 
 
 
 
 
用 

位移：描述質點的位置變化(矢量)。 
大小：從初位置到未位置 

的直線長度。 
方向：從初位置到未位置的方向。 

路程：運動中所走過的離， 
只有大小，沒有方向(標量)。 
大小：R=AB+BC+AC 
方向：無 

時間：時間軸上兩點間的距離。例 AB=2 小時 
時刻：時間軸上的點。例 A=7:30 
例：有人沿兩個半徑為 10m、20m 半圓 
弧由 A 走到 C 則此人位移和路程為何? 
A 到 C 位移：2(10+20)=60m 路程：2πr/2+2πR/2=30πm 

 
 
學生觀察 

結論 １．能夠發光的物體叫做光源； 
２．光在同一種均勻物質中是沿直線傳播的。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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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三節 位移和時間的關係 
教學目標 1.理解質點、位移、路程的概念；理解勻速運動、變速運動的概念；

掌握勻速運動中位移和時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

和圖像)；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理

解速度和時間的關係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和圖像)；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掌握自由落體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在初中已學過何謂勻速直線運動。勻速直線運動：物

體(質點)在一直線上運動，在任何相時間內位移相等。 
學生思考 

 
發 
 
 
 
 
展 

勻速直線運動中的速度 V 
速度=位移/時間 V=S/t 
勻速直線運動特點：V 大小和方向不變 
速度是一矢量：大小 V=S/t；方向：跟位移方向一致 
V=S/t(速度公式)；S=Vt(位移公式) 
速度與速率的區別 
V=S/t    V=R/t(R 為路程) 當 R= S∣ ∣時速度大小叫速

率 
即速度有大小和方向而速率只有大小。 
速度單位(SI 制) 
V(m/s)  S(m)   t(s)   

 
 
學生聆聽 
 
 
 
 

 
 
應 
 
 
 
 
 
 
 
用 

在勻速直線運動中，因相等時間內位移相等即位移 S 時

時間 t 的正比，用坐標來畫出 S-t 圖，位移-時間圖像，也

稱位移圖像。 
S-t 圖∵S=Vt∴V=S/t 
當 t=1s  S=2m  V=2m/s 
   t=2s  S=4m  V=2m/s 
即 V=S/t=tgα(為一固定斜率) 
α 升 tgα 升 v 升 
V-t 圖像 
由 S-t 圖像知 
Vab=2m/s  Vbc=0m/s  Vcd=-4m/s 
Sab=Vt=2x2=4m  Sbc=0x1=0m  Scd=-4x1=-4m 

 
 
學生觀察 

結論 變速直線運動：物體在一條直線上運動，若在相等 
時間裡位移不相等，叫做變速直線運動。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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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四節 運動快慢的描述 
教學目標 1.理解質點、位移、路程的概念；理解勻速運動、變速運動的概念；

掌握勻速運動中位移和時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和

圖像)；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理解

速度和時間的關係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和圖像)；掌握勻變速

直線運動的規律；掌握自由落體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速度是表示物體運動快慢的物理量，它等於位移 s 跟發生

這段位移所用時間 t 的比值。 
學生思考 

 
發 
 
 
 
 
展 

而速度的大小在數值上等於位移圖中直線的斜率，斜率越大，

表示速度越大。 
平均速度 V=S/ t      若 S1  t1   V1    S2  t2   V2 
則 V=(S1+S2)/(t1+t2)≠(V1+V2)/2 
例 1：一列火車半小時走了 28km，求平均速度? 
解：∵S=28km t=0.5h 

∴V=S/t=28km/0.5h=56km/h 
例 2：米運動員跑 100m，用 10s，他的平均速度是多少? 
解：V=S/t=100m/10s=10m/s 

若這位運動員自始至� 用 10m/s 的速度勻速跑完 100m，所用的

時間也是 10s，總的效果也相同。這是物理學的重要研究方法---
等效方法，即用已知運動研究未知運動，用簡單運動研究複雜

運動的一種方法。另外平均速度只是粗略地表明物體運動的快

慢，或許對於這百米運動員我們很難找到他哪個 1s 跑 10m，而

且需要強調是 10m/s 只代表運動員在這 10s(或 100m 內)的平均

速度，而不代表他前 50m 的平均速度也不代表他後 50m 的平

均速度。 

 
 
學生聆聽 
 
 
 
 

 
應 
 
 
用 

汽車在第一個 10min、第二個 10min、第三個 10min 的位移是

10800m、11400m、13800m，可分別求出它在每個 10min 的平

均速度及在這 30min 的平均速度。從表可知，平均速度應指明

哪段時間的。 
 第 1 個 10min 第 2 個 10min 第 3 個 10min 這 30min 

S(m) 10800 11400 13800 36000 
V(m/s) 18 19 23 20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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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四節 運動快慢的描述 
教學目標 1.理解質點、位移、路程的概念；理解勻速運動、變速運動的概念；

掌握勻速運動中位移和時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

和圖像)；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理

解速度和時間的關係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和圖像)；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掌握自由落體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3：一個變速直線運動，前半路程速度為 V1，後半路程速度 
V2，求整個運動的平均速度 v? 

解： V=S/t∵  
∴V=(S1+S2)/(t1+t2)=(S1+S2)/(S1/V1+S2/V2) 

=S/[S/2(V1+V2)/V1V2]=2 V1V2/( V1+V2) 
例 4：一只船在河中行，由甲地到乙地順水時 V1=2m/s，逆水時

V2=1m/s，船往返一次，求平均速度 V?平均速率 V? 
解：V=S/t 
    s=0(∵ 位移為 0) 

∴V=0 
V(速率)=R/t=2S/(S/V1+S/V2)=2V1V2/(V1+/V2) 

=2.x2x1/(2+1)=4/3m/s 
VOA=S/t=20m/s 
AB 段為靜止狀態 
VBC= S/t=10/1=10m/s 
VCD=S/t=30/2=15m/s 
例 5：圖中表示火車運動的位移圖像試求 
A. 火車在最初 2.5h 所通過的路程(80KM) 
B. OA 所表示的速度( VOA=S/t=70km/1.5h=46.7km/h) 
C. BC 所表示的速度( VBC= S/t=30km/1h=30km/h) 
D. AB 所表示的速度(VAB=0) 
E. 火車走至 50 千米需時(1.25h) 
例 6：某物體的運動規律如下 
繪出它的位移圖像，並 
求物體 5 秒後的速度。 
時間 0 1 2 3 4 5 6 7 
路程 0 0 10 20 30 40 50 60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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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四節 運動快慢的描述 
教學目標 1.理解質點、位移、路程的概念；理解勻速運動、變速運動的概念；

掌握勻速運動中位移和時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

和圖像)；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理

解速度和時間的關係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和圖像)；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掌握自由落體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7：如圖 A 和 B 分別是兩個物 
的位移圖像，則甲的速度 
(10m/s)，乙物速度(6.7m/s) 

例 8：物由 A 沿直線運動到 B，在前半時間內的速度為 V1 的勻

速運動，在後半時間內是速度 V2 的勻速運動，則物體在這段時

間內的平均速度是多少? 
解： V=S/t= (S∵ 1+S2)/t=(V1t/2+V2t/2)/t=(V1+V2)/2 
例 9：物體沿直線以速度 V1 走了 S，又以同向速度 V2 走了 S，

它在這 2S 位移中的平均速度 V 為(2V1V2/(V1+V2))；若以速度

V1 走了時間 t，又以同 V2 走了 t，在時間 2t 內平均速度 V 為

(V1+V2)/2 
例 10：礦井裡的升降機，由井底從靜止開始勻速上升，經過 3

秒速度達 3 米/秒，然後以這個速度勻速上升 6 秒，最後

勻減速上升經過 3 秒正好停在井口，求上升平均速度? 
解：S1=1/2at2=1/2x1x32=4.5m 

S2=Vt=3x6=18m 
S3=V0t+1/2at2=3x3+1/2x(-1)x32=4.5m 
V= (S1+S2+S3)/(t1+t2+t3)=(4.5+18+4.5)/12=2.25m/s 

例 11：有人踩單車從靜止至運動，起初 3 秒內以 1.5 米/秒 2 的

加速度進行，第 3 秒未刹車，後經 5 秒停下，求這 5 秒

內平均速度？ 
解：Vt=V0+at=1.5x3=4.5m/s 

S1=1/2at2=1/2x0.15x32=0.675m 
a’=-V0/t=-4.5/5=-0.9m/s2 

S2=V0t+1/2at2=4.5x5+1/2x(-0.9)x52=33.75m 
V=( S1+S2)/t=(0.675+33.75)/8=4.3m/s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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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五節 速度和時間的關係 
教學目標 1.理解質點、位移、路程的概念；理解勻速運動、變速運動的概念；

掌握勻速運動中位移和時間的關係以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

和圖像)；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理

解速度和時間的關係及它們的數學表示(包括公式和圖像)；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掌握自由落體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在變速直線運動中，如果在相等的時間內速度的改變

相等，這種運動叫勻變速直線運動。 
學生思考 

 
發 
 
 
 
 
展 

若速度隨時間而均勻增加，叫做勻加速直線運動。 
若速度隨時間而均勻減小，叫做勻減速直線運動。 
可利用速度---時間圖像來表示速度及時間的關係，要教會

學生懂得看位移圖像和速度圖像。 
勻變速直線運動：勻加速直線運動 

勻減速直線運動 

 
 
學生聆聽 
 
 
 
 

 
 
應 
 
 
 
 
 
 
 
用 

OA 為勻加速直線運動 
AB 為勻速直線運動 
BC 為勻加速直線運動 
CD 為勻減速直線運動 

 
 
學生觀察 

結論 在變速直線運動中，如果在相等的時間內速度的改

變相等，這種運動叫勻變速直線運動。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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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六節 速度改變快慢描述(變速運動) 加速度 
教學目標 1.理解變速運動的概念；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

速度的概念；掌握勻變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研究變速直線運動應從簡單入手，什麼才是簡單的變

速直線運動。 
學生思考 

 
發 
 
 
 
 
展 

下面給出沿直線做變速運動的火車和汽車，從開始計時及

隔 1S 的速度 V1 和 V2 的變化情況。 
時刻 0 1 2 3 4 5 … 
V1 火車  5.0 5.3 5.6 5.9 6.2 … 
V2 汽車  20 18 16 14 12 … 

表中火車(或汽車)的速度變化有什麼特點(規律)?每隔 1S
速度的增加或減少(變化)相等，伽利略研究認為這樣的變

速直線運動最簡單。 
勻變速直線運動：物體在一條直線上運動，若在相等時間

內速度的變化相等，這種運動叫勻變速直線運動。 
勻變速：勻加速(上表中的火車)；勻減速(上表中汽車) 
注：絕對的勻變速直線運動很少，但實際生活中可見到變

速直線運動可視為勻變速直線運動。 

 
 
學生聆聽 
 
 
 
 

 
 
應 
 
 
 
 
 
 
 
用 
 

子彈在槍筒內運動；火車、汽車啟動後一段時間或靜止前 
的一段時間運動，落下運動或豎直向上抛出的運動… 
表中火車、汽車表現都是做勻變速直線運動，但也有不同 
點，有什麼不同呢?(一個增速，一個減速；在相同時間內

速度大小不同即速度變化快慢不同。) 
為了反映這一不同，引入一個新的物理量---加速度 
加速度：在勻變速直線運動中，速度的變化所用時間的比

值，叫勻變速直線運動的加速度。 
在表中火車速度變化得慢，汽車變化得快，在日常

生活中如踩單車想超過停在月台的汽車，當踩到汽車尾

時它剛好要啟動，這時能超過它嗎?(比較 t1、t2 所用時間) 
相同時間速度變化大小不同，變化相同速度所用時間不同 
汽車：2m/s÷1s=4m/s÷2s=6m/s÷3s=…=恒量 
單車：0.1m/s÷1s=0.2m/s÷2s=0.3m/s÷3s=…=恒量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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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六節 速度改變快慢描述(變速運動) 加速度 
教學目標 1.理解變速運動的概念；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

速度的概念；掌握勻變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若 V0：開始時速度(初速度)； 
Vt：經過時間 t 的速度(末速度) 
則加速度 a=( Vt-V0) //t 

加速度單位 m/s2 讀作米每秒平方 
例汽車加速度 a=2m/s2 讀作 2 米秒平方； 
例單車加速度 a=0.1m/s2 讀作 0.1 米秒平方。 
注意：加速度不但有大小，而且有方向，是矢量。 
勻變速直線運動：勻加速運動；勻減速運動。 
勻加速運動： Vt>V0 速度隨時間均勻增加； 

a>0  V 為正值，a 與 V 的方向一致。 
勻減速運動： Vt<V0 速度隨時間均勻減少； 

A<0  V 為負值，a 與 V 的方向相反。 
例 1：做勻加速運動的火車，在 40S 內速度從 10m/s 增加

到 20m/s，求火車加速度大小，汽車緊急刹車時做 
      勻減速運動，在 2S 內速度從 10m/s 減少到 0，求

汽車加速度大小? 
解：  V∵ t=20m/s   V0=10m/s  t=40s 

∴a=( Vt-V0) //t=(20m/s-10m/s)/40s=0.25m/s2 
 V’∵ t=0m/s   V’0=10m/s  t’=2s 

∴a=( V’t-V’0) //t’=(0m/s-10m/s)/2s=-5m/ s2 
注意：a 的大小，並不全代表 V 的大小； 
例如圖中 a 甲>a 乙  但 V 甲不一定>V 乙   ΔV 甲>ΔV 乙   
且勻速直線      V 不變 a=0 
  勻變速直線    V 變   a 不變 
  非勻變速直線  V 變   a 變(不定) 
例 2：質點以 3m/s 的初速做勻加速直線運動，它在 6 秒

末的速度是開始時速度的 2 倍，其加速度為? 
解： a=( Vt-V0) //t=(6m/s-3m/s)/6s=0.5m/s2  
例 3：某物以初速 1m/s 做勻加速直線運動，末速 6m/s，

則加速度為 a=( Vt-V0) //t=(6m/s-1m/s)/10s=0.5m/s2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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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六節 速度改變快慢描述(變速運動) 加速度 
教學目標 1.理解變速運動的概念；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

速度的概念；掌握勻變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4：火車在 50 秒內速度從 8m/s 增加到 18m/s，則火車

加速度是 
a=( Vt-V0) //t=(18m/s-8m/s)/50s=0.2m/s2   

例 5：沿光滑斜面向上滾的小球，通過 A 點速度為 20m/s，
經 2s 後速度減為 10m/s，小球加速度 
a=( Vt-V0) /t=(10m/s-20m/s)/2s=-5m/s2 a 

例 6：汽車起動時可看作勻加速直線運動，若汽車在 5s
內由 0 增加到 90km/h，則車加速度為 
a=(Vt-V0) //=(25m/s-0m/s)/5s=5m/ s2 

例 7：火車用 20m/s 的速度前進，突然緊急刹車，需 5 秒

才停下它的加速度為  
a=(Vt-V0) /t=(0m/s-20m/s)/5s=-4m/ s2 

例 8：一個物體從靜止開始作勻加速直線運動，加速度等

於 15m/s2，則 10 秒後速度是 
Vt=at=15x10=150m/s 

例 9：汽車的速度在 15m/s 內逐漸由 108km/h 減為 0，它

的加速度為減為  
a=(Vt-V0)//t=(0m/s-30m/s)/15s=-2m/ s2 

例 10：物體的速度在 50 秒內均勻地由 10m/s 增到 40m/s，
速度變化為何(40m/s-10m/s=30m/s)?加速度為何? 

a=(Vt-V0) /t=(40m/s-10m/s)/50s=0.6m/ s2 
例 11：某物體以速度為 3m/s，加速度為 2m/s2 做勻加速

直線運動，則物體加速後第 2 秒末的速度為何? 
Vt＝V0＋at=3+2x2=7m/s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結論 在勻變速直線運動中，速度的變化所用時間的比值，

叫勻變速直線運動的加速度。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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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七節 勻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目標 1.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做勻速直線運動的物體，它的　時速度是不變的，而

做勻變速直線運動的物體，它的　時速度是時刻改變的，

現在來研究　時速度的變化規律。 

學生思考 

 
發 
 
 
 
 
展 

火車以 10m/s 的速度勻速行駛，後來做勻變速運動，加速

度是 0.2m/ s2，從火車加速起第 1 秒末、第 2 秒末、第 3
秒的速度分別是多少? 
解：開始的速度加上 1 秒由速度的增加 
即第 1 秒末的速度 Vt＝10m/+0.2m/ s2x1s=10.2m/s 
開始的速度加上 2 秒由速度的增加 
  第 2 秒末的速度 V2＝10m/+0.2m/ s2x2s=10.4m/s 
開始的速度加上 3 秒由速度的增加 
  第 3 秒末的速度 V3＝10m/+0.2m/ s2x3s=10.6m/s 
勻變速直線運動的速度公式 
由加速度 a=(Vt-V0) /t 
勻變速直線運動的速度公式 Vt=V0+at  

注意：若加速時 a>0   若減速時 a<0 
      若做初速為 0 的勻變速直線運動，則 Vt=at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1：有一車從靜止開始加速做勻加速直線運動，10s 後

速度變為 8m/s，求 a 的大小? 
解： a=(V∵ t-V0) /t=(8m/s-0m/s)/10s=0.8m/ s2 
例 2：汽車以 108km/h 的速度行駛，突然刹車，若汽車速

度每秒減少 6m/s，問需時多久汽車才能停下? 
解： t=(V∵ t-V0) /a=(0m/s-30m/s)/-6m/s2=5s 
例 3：一車以 72km/h 的速度行駛，刹車時加速度為 8m/s2 
     ，求車 5s 後的速度? 
解：  V∵ t=V0+at=20m/s-8m/s2x5s=-20m/s(不合理) 
     即 Vt=0m/s 由於計算出來末速為負值， 
∴最後的速度為 0m/s。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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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七節 勻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目標 1.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4：汽車做勻減速運動，初速為 15m/s，加速度為 3m/ s2，

求第 3 秒末的　時速度?汽車末速度為 0 時所經時間? 
解：∵Vt=V0+at 

=15m/s-3m/s2x3s=-6m/s 
t=(V∵ t-V0) /a 

=(0m/s-15m/s)/-3m/s2=5s 
而勻變速直線運動的速度隨時間變化的關係可用公式來

表示，也可以用圖像來表示，由上例中可以畫出圖像。

例 5：圖中表示一個做直線運動的物體的速度圖線， 
     說明該物在 OA、AB、BC 三段時間內做什麼運動? 
     求各段運動的加速度 
解：OA 做勻加速度直線運動 
    aOA=(4m/s-0m/s)/4=1m/s2 
    AB 做勻速直線運動 

aAB=0 
    BC 做勻減速直線運動 

aBC=(0m/s-4m/s)/8s=-0.5m/s2 
例 6：以 8m/s 速度行駛的車，緊急刹車後加速度為 5m/s2， 
     則刹車後 4s 內位移是多少? 
解： t=(V∵ t-V0) /a=(0m/s-8m/s)/-5m/s2=1.6s 

S=V∵ 0t+1/2at2=8x1.6+1/2(-5)x1.62=6.4m 
 S=(V2

t- V2
0) /2a=-82/(2x(-5))=6.4m 

例 7：一車沿平直公路以速度 V0=20m/s 勻速行駛，因遭

遇意外突然刹車以 a=-5m/s2 運動，從刹車開始計時

經 5s，求汽車前進的位移大小?(40m) 
勻變速直線運動的位移公式 S=V0t+1/2at2 
若把 Vt=V0+at 和 S=V0t+1/2at2 聯合組成方程組 
則消去 t 得 V2

t- V2
0 =2aS(不涉及時間)； 

S=(V0+ Vt )t/2(不涉及 a)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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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七節 勻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目標 1.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1：已知 V0=10m/s  a=2m/s2  求 5 秒後的 S 和 Vt=? 
解： S=V∵ 0t+1/2at2 =10x5+1/2x2x52=75m 
    Vt=V0+at=10+2x5=20m/s 
例 2：已知一車 V0=100m/s，現以 a=-8m/s2 的速度刹車，

求 20 秒後的刹車距離? 
解：分析 20s 後刹車即不知道什麼時速度為 0 先求速度為

0 所用時間 S=V0t+1/2at2 
=100x20+1/2x(-8)x202=400m(錯) 

先把速度變為 0 所用時間 
t=(V∵ t-V0) /a=(0m/s-100m/s)/-8m/s2=12.5s 

S=V∵ 0t+1/2at2=100x12.5+1/2(-8)x12.52=625m 
或用 S=(V2

t- V2
0) /2a=(0-1002)/(2x(-8))=625m 

例 3：已知 V0=1.8m/s，Vt=5m/s，S=85m，求 t？ 
解：a=(V2

t- V2
0 )/2S=(52-1.82)/2x85=0.128 m/s2 

t=(V∵ t-V0) /a=(5m/s-1.8m/s)/0.128m/s2=25s 
例 4：已知甲乙兩地相距 S， V 船=5m/s，V 水=3m/s，往

返甲乙兩地一次，求平均速度及平均速率？ 
解：V=S/t=0(∵位移為人 0) 
    V=R/t=2S/(tt-t2) 

=2S/(S/V 順-S/V 逆) 
=16S/5=3.2Sm/s 

例 5：甲乙兩車同時同向開始運動，乙在甲前方 200m，

以 5m/s 速度作勻速運動，甲以 a=0.5 m/s2 的加速度

由靜止開始加速，求甲何時追到乙，此時甲的速度?
在追及過程中，甲乙間距離何時最大相距多少? 

解：由圖中知 St+200=S2 

設經過 t 後甲追到乙 
V 乙-t+200=V 甲 t+1/2at2  
5t+200=0t+1/2x0.5xt2    
t2-20t-800=0  t=40 和 t=-20(舍去) 
此時甲的速度 Vt=V0+at=0+0.5x40=20m/s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高一物理 
物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54

 

 

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七節 勻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目標 1.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解：當 V 乙=V 甲    ΔS 最大值  
a1t1=V1  t1=V1/a1=5/0.5=10s    
ΔS =200+V1t1-1/2at1

2=20+5x10-1/2x0.5x100=225m 
ΔS =S0+V2t-1/2a1t2=-1/4t2+5t+200=-(t/2-5)2+225 

例 6：一質點以靜止開始做勻加速度運動，4 秒內走完全

程 32m，求秒末的速度?走完一半路程所用時間及速

度?經一半時間走過路程及速度？ 
解 1：V0=0  t=4s  S=32m 

S=V∵ 0t+1/2at2  32=0.4+1/2a42   a=4m/s2 
Vt=V0+at=0+4x4=16m/s 

解 2：∵全程路程為 32m，一半路程為 16m 
S=V∵ 0t+1/2at2  16=0.t+1/2x4xt2   t=√8s 

Vt=V0+at=0+4x√8=4√8m/s 
解 3：∵全程所用時間 4 秒，一半時間為 2 秒 

S=V∵ 0t+1/2at2 =0x2+1/2x4x22=8m 
Vt=V0+at=0+4x2=8m/s 

例 7：求證對於勻變直線運動有 V=(V0+ Vt)/2 
證明： V=S/t∵ ∴V=(V0t+1/2at2)/t=Vt+1/2at=1/2(2V0+at ) 
      =1/2(V0+ V0+at) =1/2 (V0+ Vt) 
例 8：有一高速行駛的車，其一直以 180km/h 的速度做勻

速直線運動，突然司機發現前方 200m 外有一停泊

的車，若司機馬上刹車問需多大加速度才不致相撞? 
解： V0=180km/h=50m/s  Vt=0  S=200m 

V∵ 2
t- V2

0 =2aS 
∴a= (V2

t- V2
0 )/2S= (02-502)/2x200=-6.25m/s2 

例 9：小車由靜止開始在斜板上下滑，經過 0.4m 距離時

它的速度達到 20m/s，求它的加速度？ 
解： V∵ 2

t- V2
0 =2aS 

∴a= (V2
t- V2

0 )/2S= 202/2x0.4=500m/s2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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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七節 勻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目標 1.理解變速運動的　時速度、平均速度和加速度的概念；掌握勻變

速直線運動的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10：汽車在 30m 內速度從 10m/s 減為 0，則加速度? 
解： V∵ 2

t- V2
0 =2aS 

∴a= (V2
t- V2

0 )/2S= -102/2x30=-1.67m/s2 

例 11：汽車在水平公路上以 10m/s 行駛，關閉油門後做

勻減速運動，加速度是 0.4 m/s2，求汽車關閉油門

後前進 120m 所用時間? 
解： S=V∵ 0t+1/2at2 

120=10t+1/2(-0.4)t2      t2-50t+600=0 
t1=20s； t2=30s 

Vt=V0+at=0+4x2=8m/s 把上式代入得 V1t=為正 V2t 為

負 
得所用時間為 20s 

例 12：一車以 15m/s 速度行駛，進站前關閉油門滑行，

若滑行時加為 0.6m/s2，經過 10s 汽車　時速度是多

少?車總共能滑行多長時間？ 
解：Vt=V0+at=15+(-0.6)x10=9m/s 

∵Vt=0  0=15+(-0.6)t      t=25s 
例 13：汽車的以 15m/s 的初速沖上長 120m 的斜坡，汽車

做勻減速直線運動，加速度為-0.6m/ s2，汽車到達

頂需用長時間?  
解： S=V∵ 0t+1/2at2 

120=15t+1/2(-0.6)t2      
t1=10s； t2=40s 代入 Vt=V0+at 
t1=10s 時 V2t=9m/s 
t2=40s 時 V2t=-9m/s(舍)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結論 做勻速直線運動的物體，它的　時速度是不變的，而
做勻變速直線運動的物體，它的　時速度是時刻改變的，
現在來研究　時速度的變化規律。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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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八節 自由落體運動 
教學目標 1. 知道什麼是自由落體運動；知道自由落體的特點(初速為 0 以重

力加速度 g 為 a 的加速直線運動)。 
2. 知道重力加速度 g 的特點；掌握自由落體運動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勻變速直線運動的規律：Vt=V0+at； S=V0t+1/2at2 

推論 V2
t=V2

0+2as；V= (V0+Vt)/2=Vt/2；V0=0 
S1:S2 :S3=1:4:9  S1:S2 :S3=1:3:5 

學生思考 

 
發 
 
 
 
 
展 

自由落體：物體從某一高度以靜止開始豎直下落的運動。 
特點：V0=0 的勻加速直線運動；a=g(重力加速度 

g=9.8N/m2) g 隨經緯度不同有所區別。    
自由落體公式：    
Vt=V0+at；          Vt=gt； 
S=V0t+1/2at2              H=1/2gt2； V0=0  a=g 

V2
t-V2

0=2as；        V2
t=2gH 

注意：自由落體運動是一種理想運動，在實際問題中有空

氣時，物體的密度不太小，速度不太大(H 不太高)
時可以近似看到是自由落體運動。 

 
 
學生聆聽 
 
 
 
 

 
 
應 
 
 
 
 
 
 
 
用 
 

不同物體做自由落體運動，它們的運動情況是相同

的，伽利略所處的年代還沒有鐘表，計時儀器也較差，自

由落體運動又很快，伽利略為了研究落體運動利用當時的

實驗條件做了在斜面上從靜止開始下滑的直線運動目的

是為了”沖淡重力”，證明了在阻力很小的情況下球在斜面

上的運動是勻變速直線運動，用邏輯推理推到斜面傾角增

大到 900 時小球將自由下滑，成為自由落體。 
例 1：有一球從某一高度自由落下，4 秒後到達地面，求

球從多高地方落下?落地時的速度多少？ 
解： Ht=1/2gt2=1/2x10x42=80m 
      V2

t=2gH=2x10x80    Vt=40m/s 
例 2：有一物從 180m 高的地方自由落下，求其落地時的

速度?其最後一秒時的下落距離? 
解： V2

t=2gH=2x10x180  Vt=60m/s 
     H=1/2gt2  t=√2x180/10=6 秒

H’=1/2g(t-1)2=1/2x10x(6-1)2=125m  
最後一秒位移 ΔH=H-H’=180-125=55m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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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八節 自由落體運動 
教學目標 1.知道什麼是自由落體運動；知道自由落體的特點(初速為 0 以重力

加速度 g 為 a 的加速直線運動)。 
2.知道重力加速度 g 的特點；掌握自由落體運動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3：有一做自由落體的物體，其最後 4 秒內的下落距離

為 196m，求從多高地方落下? 
解： Ht=1/2gt2          (H-196)=1/2xgx(t-4)2      
    1/2g t2-196=1/2g(t-4)2   t=6.9s 
     H=1/2gt2=1/2x10x6.92=238.05m 
例 4：從塔頂自由落下一個石子，石子在最後 1s 內下落

45m，求石子落地時的速度和塔高?(g=10m/s2) 
解： H=1/2gt2   

H-45=1/2g(t-1)2 
1/2gt2-45=1/2g(t-1)2         t=5s     
H=1/2gt2=1/2x10x52=125m 
落地速度為 V2

t=2gH=2x10x125  Vt=50m/s 
例 5：水珠經過一個高為 2m 的窗戶，用 0.1s 下落，求水

珠從多高地方下落? 
解： H=1/2gt2   

H-2=1/2g(t-0.1)2 
1/2gt2-2=1/2g(t-0.1)2         t=2.05s     
H=1/2gt2=1/2x10x2.052=21.0125m 

例 6：自由落下的物體在某一點速度是 19.6m/s，在另一

點速度為 39.2m/s，求這兩點間的距離？經過這兩點

所用時間？ 
解：自由落體是初速度為 0 及 g 為加速度的勻加速運動

    V2
t-V2

0=2gS 
    S=(V2

t-V2
0)/2g=(39.22-19.62)/2x9.8=58.8m 

    Vt=V0+gt    t=(Vt=V0)/g=(39.2-19.6)/98.8=2s 
例 7：一個物從塔頂上下落，到達地面前最後 1 秒內位移

是整個位移的 9/25，求塔高？ 
解：16/25h=1/2g(t-1) 2      H=1/2gt2 

解得 t=5s h=122.5m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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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 直線運動 第八節 自由落體運動 
教學目標 1.知道什麼是自由落體運動；知道自由落體的特點(初速為 0 以重力

加速度 g 為 a 的加速直線運動)。 
2.知道重力加速度 g 的特點；掌握自由落體運動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結論 
 
 
作業 

例 8：有一做自由落體的物體，在其到地面前最後 1 秒內

所下落距離為全程 1/4，求從多高地方落下? 
解： Ht=1/2gt2         1/4H=1/2xgx(t-1)2      
       t=2s 
     H=1/2gt2=20m 
例 9：有一球從某一高度自由落下，4 秒後到達地面，求

球從多高地方落下?落地時的速度多少？ 
解： Ht=1/2gt2=1/2x10x52=125m 
      V2

t=2gH=2x10x125    Vt=50m/s 
例 10：一球從高 80m 的地方自由落下，則其落地時間是

少？到達地面速度是多少? 
解： t=√2H/g=√2x80/10=4 秒  
     Vt=√2gh=√2x10x80=40m/s 
例 11：有一物從 320m 高的地方自由落下，求其最後一秒

時的下落距離? 
解： H=1/2gt2  t=√2x320/10=8 秒

H’=1/2g(t-1)2=1/2x10x(8-1)2=245m  
最後一秒位移 ΔH=H-H’=320-245=75m 
例 12：一個物從塔頂上下落，經過 9 秒落回地面，求最

後 1 秒內位移是多少？ 
解：H=1/2gt2=1/2x10x92=405m 

H ‘=1/2gt 2=1/2x10x82=320m    
最後 1 秒位移 405-320=85m 

自由落體運動是初速度為 0 的勻加速直線運動；在同一地

點一切物體在自由落體運動中的加速度都是相同；重力加

速度 g。 
第四章練習冊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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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一節 牛頓第一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牛頓第一定律：一切物體總保持靜止狀態或勻速直線

運動狀態，直到有外力迫使它改變這種狀態為止；或一切

物體在沒有力的作用時總保持靜止狀態或勻速直線運動

狀態。 

學生思考 

 
發 
 
 
 
 
 
 
 
 
 
 
展 
 
 
 

當 ΣF=0：靜止或勻速直線運動。又稱慣性定律 
牛頓第一定律內容特點：力不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慣性

可使物體運動，在相同條件下，慣性與質量大小成正比；

物體會力圖保持原狀的運動狀態叫慣性；物體運動狀態的

改變需要外力。 
二千多年前古希臘哲學家亞里斯多德根據當時人們

對運動和力的關係的認識提出一個觀點：必須有力作用在

物體上物體才能運動。這種觀點的提出是很自然的，我們

從周圍事情出發很容易就得到這個結論，如車不推就不

動；門不拉不開等。這種觀點統治人們思想二千年，直到

17 世紀意大利科學家伽利略才指出這種錯誤，他說運動

的車停下是由於摩擦力的原因，運動物體減速的原因是摩

擦力。他提出物體一旦具有某一速度，沒有加速和減速的

原因，這個速度將保持不變(這里所指的減速的原因是指

摩擦力)。 
法國科學家笛卡兒補充和完善了伽利略的論點，提出

慣性定律：如果沒有其它原因，運動的物體將繼續以同一

速度沿著一條直線運動既不會停下來也不會偏離原來方

向。伽利略和笛卡兒對物體的運動作了准確描述，但沒有

指明原因是什麼?這個原因跟運動的關係是什麼? 
最後由牛頓總結了前人的經驗，指出了加速和減速的

原因是什麼，並指出了這個原因跟運動的關係，這就是牛

頓第一定律。 
從牛頓第一定律可知：物體在不受力時，總保持勻速

運動或靜止狀態；物體有保持勻速直線運動狀態的性質，

叫慣性。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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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一節 牛頓第一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1：m=1kg F=20N θ=300，從靜止開始，求 3s 的位移及速度? 
解：水平 a=F/m=20m/s2  S=1/2at2=1/2x20x32=90m 
Vt=at=20x3=60m/s，斜右上 a=FCOS300/m=10√3 m/s2 
S=1/2at2=1/2x10√3x32=45√3m，斜右下:同斜右上 
例 2：m=10kg θ=300，f=5N，求 a 
解：GSIN300-f=ma 
    a=(GSIN300-f)/m=(100x1/2-5)/10=4.5 m/s2 
例 3：已知 θ=300，μ=0.1，V0=0，S=5m (提高班給 m)求：a Vt  t 
解： GSIN300-f=ma 
     GSIN300-μN=ma 
     a=(GSIN300-μGCOS300)/m=gSIN300-μgCOS300 

=5-0.1x10x√3/2=4.1 m/s2 
     V2

t- V2
0=2gsS    Vt=√2x4.1x5=6.4m/s    t= (Vt- V0)/a=1.6s 

例 4：質量 2 吨的火車在平直軌道前進，加速度 0.2 m/s2，運動阻

力是它所受重力的 0.02 倍，求牽引力為何? 
解：ΣF=ma 且 f=0.02G=0.02mg=0.02x1000x2x10=400N 
    F-f=ma  F=f+ma=400+2x1000x0.2=800N 
例 5：質量 4kg 的物體，在一個與水平成 300 角，大小為 20N 的拉

力作用下由靜止開始沿水平地面做直線運動，它與地面間的

滑動摩擦系數為 0.2，求物加速度和 5s 內位移？當 F 多大時

物體可做勻速直線運動？ 
解：根據牛二定律在運動方向得 
    FCOS300-f=ma 
    在與運動方向垂直方向得 
    FSIN300+N=mg 且 f=μN  FCOS300 -μ(mg-FSIN300)=ma 
    a=[FCOS300 -μ(mg-FSIN300)/m=[20x0.9-μ(4x10-20x1/2)]/4=3 
m/s2 
    在 5s 內位移 S=1/2at2=1/2x3x52=37.5m 

物體做勻速直線運動時，加速度為 0  
    FCOS300 -μ(mg-FSIN300)=0 

F=μmg/(COS300 +μSIN300)=0.2x4x10/(√3/2+0.2x1/2)=8.3N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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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二節 牛頓第二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牛頓第二定律：物體的加速度跟作用力成正比跟物體

的質量成反比。ΣF=ma 
學生思考 

 
發 
 
 
 
 
 
 
 
 
 
 
展 
 
 
 

牛頓第二定律內容特點：表示出力與運動間的關係；

a 與 ΣF 成正比與 m 成反比；ΣF 與 a 同方向與 V 相同取+
與 V 相反取-；ΣF=0 時靜止或勻速直線，ΣF≠0 時 ΣF=ma
產生速度 a 改變物體運動狀態。 

啟發學生按如下思路得出實驗方法：對於一個物體

(使 m 不變)，不受力時加速度為 0---受力後加速度不為 0---
受力越大則加速度越大。 

加速度跟力的關係：用兩個相同的車，滿足 m1=m2；

在連車前的繩分別掛一個鈎碼和兩個鈎碼使 F1=F2；將兩

車拉至同一起點記下位置，放手後經一段時間使兩車同時

停止滿足時間 t 相同，讀出兩車位置填入表中 
 m(kg) F(N) S(m) F’(N) S’(m) 
車 1 0.2 0.2 0.32 0.3 0.31 
車 2 0.2 0.1 0.15 0.1 0.10 

改變 F 點重複實驗 F1/F2=2/1  a1/a2= S1/S2=0.32/0.15 
F’1/F’2=3/1  a1/a2= S’1/S’2=0.31/0.10 

比較可得在誤差允許範圍內 a∞F 
加速度跟質量的關係 
將車 1 加 0.2kg 砝碼，使 m1=2m2，兩車前端繩都掛一鈎

碼使 F1=F2；將兩車拉至同一起點放開經一段時間使其同

時停止，讀出各車位移記入表中 
 m(kg) F(N) S(m) F’(N) S’(m) 
車 1 0.4 0.1 0.15   
車 2 0.2 0.1 0.31   

比較得 S1=1/2S2     S1/S2=m2/m1  由 a∞S 得 a∞1/m 
定律導出：由實驗結果 a∞F  a∞1/m 得出物體的加速度跟

作用力成正比跟物體的質量成反比，即牛頓第二定律的基

本關係寫成數學表達式為 F∞ma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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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二節 牛頓第二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上式可寫成等式 F=kma，式中 k 為比例常數，如果

公式中的物理量選擇合適的單位，就可使用 k=1 則公式

更為簡單。 
在國際單位制中，力的單位是牛頓，牛頓這個單位就

是根據牛頓第二定律來定義的：使質量是 1kg 的物體產生

1 m/s2 的加速度的力為 1N，即 1N=1kg．m/s2 可見若都用

國際單位制中的單位，就可使 k=1，那麼公式則簡化為

F=ma 這就是牛頓第二定律的數學公式。 
當物體受到幾個力的作用時，牛頓第二定律也是正確

的，不過這時 F 代表的物體所受外力的合力。牛頓第二

定律更一般的表達是：物體的加速度，跟所受的外力的合

力成正比跟物體的質量成反比，加速度的方向跟合外力的

方向相同，數學公式：F 合=ma 
例 1：在圖中豎直靠在牆上的物質量為 m，物與牆面間滑

動摩擦系數 μ，作用力 F=20N 豎直方向夾角為 θ，求物體

沿豎直牆面勻加速上升時加度 a 多大?物體沿豎直牆面勻

減速下降時加度 a 多大? 
解：FCOS300 -f-G=ma 

FCOS300-μN-mg=ma 
a=(FCOS300-μFsin300-mg)/m 
G-f-FCOS300=ma 
mg-μN-FCOS300=ma 
a=(mg-μFSin300-FCOS300)/m 

例 2：某車在水平直線軌道運動，車厢中用細繩懸掛一質

量 m=20 克的球，當車作加速運動時球懸線與豎直

方向成 α=300，求車的加速度及繩的張力? 
解：球受力如圖所示 ΣFx=ma ΣFy=0 
    TSINα=ma    Tcosα=mg 

a=gtgα=10√3/2=5√3m/s2  
T=mg/cosα=0.02x10÷√3/2=0.23N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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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二節 牛頓第二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3：如圖長 6 米，傾角 300 的斜面現有一質量 2kg 的木

從斜面頂部由靜止開始勻加速下滑，木達到斜面底

部時的末速度為 6m/s，求斜面對滑塊的摩擦力? 
解：V2

t-V2
0=2aS 

a=(V2
t-V2

0)/2S=(62-02)/2x6=3m/s2  
GSIN300 -f=ma 
f=Gsin300-ma=mgsin300-ma 
=20x1/2-2x3=4N 

例 4：m=10kg F=20N α=300 μ=0.1 從靜止開始，求 3S 的

位移及速度? 
解：水平 F-f=ma  F-μN=ma 

a=(F-μG)/m=(20-0.1x100)/10 
=1 m/s m/s2 

S=1/2at2 =4.5m 
斜右上 FCOS300-μ(G-FSIN300)=ma   a=0.83m/s2 
S=1/2at2=1/2x0.83x32=3.735m  

Vt=at=0.83x3=2.49m/s 
斜右下 FCOS300-μ(G+FSin300)=ma  a=0.63 m/s2 
S=1/2at2=1/2x6.3x32=2.835m  Vt=at=0.63x3=1.89m/s

例 5：木 m=10kg 作用力 F=50N 且與水平成 370，木與水

平面滑動摩擦系數 μ=0.2 木在 F 作用下由靜止作勻

加直線，求木加速度及經 10S 後末速? 
解：FCOS370-f=ma 
    a=FCOS370-μ(mg-FSin370)/m=2.6m/s2 

V2
t-V2

0=2aS  S=1/2at2=1/2x2.6x102=130m 
Vt=√2as=26m/s  

例 6：重 12.5T 的車由靜止作勻加經 3s 後速度達 15km/h
阻力為重的 0.02，求引力? 

解：a=Vt/t=15/3.6÷3=1.4m/s2  f=0.02G=2500N 
    F=f+ma=2500+12.5x1000x1.4=20000N 
例 7：物 A 以某初速沖上傾角為 300 的傾角經 2S 沿斜面

上升 12m 而速度變 0，求物從最高點返回原處時間?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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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三節 牛頓第三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牛頓第三定律：兩個物之間的作用力和反作用總是大

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線上。 
學生思考 

 
發 
 
 
 
 
 
 
 
 
 
 
展 
 
 
 

牛頓第三定律內容特點：二力大小相等；二力方向相反；

同一直線上；不同物體上。同時成對出現，同時成對消失。 
例手拉彈簧，手對彈簧有力的作用，同時彈簧對手也有力

的作用。手推桌子，手對桌子有力的作用，同時桌子對手

也有力的作用。手推牆，手對牆有力的作用，同時牆對手

也有力的作用。 
例 1：已知 θ=300，a=1m/s2 F=100N m=1kg 求 μ 
解：ΣF=ma 
    N=FSINθ+GCOSθ 
    FCOSθ-f-GSINθ=ma 
    FCOSθ-μN-GSINθ=ma 
    FCOSθ-μ(FSINθ+GCOSθ)-GSINθ=ma 
例 2：質量為 2.75T 的卡車，在 29000N 的牽引力作用下

做勻加速運動，開上一個斜度 300，由靜止開始前

進 100m 時速度達 10m/s，求卡車在前進所受阻力？ 
解：V2

t-V2
0=2aS   a=V2

t/2S=10x10/2x100=0.5m/s2 ΣF=ma 
    F-GSINθ-f=ma   f=F-GSINθ-ma 

=2900-2.75x10000x1/2-2.75x1000x0.5=13875N 
例 3：質量 10g 的子彈以 300m/s 的速度水平射入一塊豎

直固定的木，把木板打穿，子彈穿出木板的速度

200m/s 板厚 5cm，求子彈對木板的平均作用力？ 
解： a=(V2

t-V2
0)/2S=(2002-3002)/2x0.05=-500000m/s2 

ΣF=ma   f=ma=0.01kgx(-500000N/kg)=-5000N 
例 4：質量為 2kg 的物體放在水平面上，它與水平面間的

摩擦因數為 0.2，物體受大小為 5N 的水平拉力，

V0=5m/s 開始運動，求第 4s 的位移? 
解：F-f=ma；F-μN=ma；a=(F-μN)/m=(5-0.2x2x10)/2=0.5 
m/s2 

S=V0t+1/2at2=5x4+1/2x0.5x42=24m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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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三節 牛頓第三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5：斜面傾角為 370，物體在拉力作用下沿斜面從靜止

開始向上滑行，拉力等於物所受重力，方向與斜面

平行，物體與斜面間的滑動摩擦系數 μ=0.2，求它

在 2s 內的位移? 
解：F=G=mg，N=GCOS370，ΣF=ma 
    F-f-GSIN370=ma  

a=(F-μGCOS370-GSIN370)/m=2.4m/s2 
S=1/2at2=1/2x2.4x22=4.8m 

例 6：質量為 0.5kg 的物體在與水平面成 300 拉力作用下

沿水平向右做直線運動，走了 0.5m 後由 0.6m/s 變

為 0.4m/s，動摩系數 μ=0.1，求作用力 F 的大小? 
解： a=(V2

t-V2
0)/2S=(0.42-0.62)/2x0.5=-0.2m/s2 

N+FSIN300=mg 
     FCOS300-μN=ma 
     F=(ma+mμg)/(COS300+μSIN300)=0.43N 
例 7：電梯頂上掛一彈簧秤，下掛 600N 的物，求秤讀數? 
    1.電梯以 0.2m/s 的速度勻速上升 

2.電梯以 0.2m/s2 的加速度勻加速上升 
3.電梯以 0.2m/s2 的加速度勻加速下降 
4.電梯以 0.2m/s2 的加速度勻減速上升 
5.電梯以 0.2m/s2 的加速度勻減速下降 

解：1.物體隨梯不論以什麼速度上升或下降 
都是平衡狀庇合外力為零∴T=G=600N 

2.T-G=ma  T=G+ma=600+60x0.2=612N 
    3. G-T=ma  T=G-ma=600-60x0.2=588N 
    4. G-T=ma  T=G-ma=600-60x0.2=588N 
    5. T-G=ma  T=G+ma=600+60x0.2=612N 
例 8：光滑水平面上有甲乙兩物體，質量分別 4kg 和 2kg

在推力 30N 的作用下，由靜止開始運動，求兩物

體加速度及甲對乙作用力？ 
解：a=F/(m1+m2)=30/(2+4)=5m/s2；F=m2a=2x5=10N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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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三節 牛頓第三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9：上題若物體與平面的μ=0.4，求兩物加速度及甲對

乙作用力? 
解：ΣF=ma；a=(F-μMg)/M=(30x0.4x6x10)/6=1m/s2 

T-f1=m1a；T=f1+m2a =μm2g+ m2a=0.4x2x10+2x1=10N 
例 10：AB 兩物處於豎直上加速運動，mA=2kg，mB=3kg

拉力 F=80N，求 AB 間繩的拉力 T? 
解：以 AB 為一個整體 F-(mA+mB)g=(mA+mB)a 

a=(F-(mA+mB)g)/(mA+mB)=(80-5x10)/5=6m/s2 

再以 B 為研究 
T’-mBg=mBa；  T’=3x(6+10)=48N      

例 11：mA=2kg，mB=10kg，AB 間和 B 與水平地面的摩

擦系數 0.1 在 B 物上加一水平拉力，求 F=24N 時

AB 無相對滑動物 AB 的加速度及 A 受摩擦力和方

向如何? 
解：由於 AB 無相對滑動它們具月同一加速度∴AB 整體

為研究 F-f=(mA+mB)a  f=Μn 
a=(F-μ(mA+mB)g)/(mA+mB) 
=(24-0.1(2+10)x10)/(2+10)=1m/s2 
要算 A 所受摩擦力取出 A 
fA=mAa=2x1=2N(方向與 a 同) 

例 12：如圖 AB 放在水平面上，質量 mA=4kg，mB=1kg，

B 與水平間動摩擦系數 0.2，當以水平力 F=25N 拉

A 時，AB 間相對靜止，求此時 AB 間的摩擦力？ 
解：設 AB 間摩擦力 f 取 A 為研究對像由牛二得 F-f=mAa

取 AB 為研究對像 F-μ(mA+mB)g=(mA+mB)a 
∵AB 間相對靜止則 aA=a 聯立三式得 f=13N 

例 13：如圖人質量 m1，吊台質量 m2 繩質量和繩與滑輪

摩擦不計，人和吊台均靜止，求繩的張力？ 
解：設繩張力 T，繩給人的靜摩擦力等於繩張力 T；根據

平衡條件 ΣFy=0； T+T=∵ m1g+m2g T= (m1g+m2g)/2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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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三節 牛頓第三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14：AB 放木板上，AB 用一輕繩連接，mA=2kg，

mB=3kg，μ=0.2，用 F=15N 拉 A 由靜止向左，求

AB 的加速度及繩的拉力 T? 
解：a=(F-fA-fB)/(mA+mB)=(F-μ mAg-μmBg)/(2+3)=1m/s2 

再考慮 B 受到的力 
T-fB=mBa；  T=3x1+0.2x3x10=9N      

超失重現象：超重失重 p145 
上升                   下降 
V0=0 勻加速上升         勻加速上升 
N-G=ma N=G+ma(超重)   G-N=ma N=G-ma(失重) 
勻速上升 N-G=0；N=G   G-N=mg；N=g-MG=0(完全失

重) 
勻減速上升 N-G=-ma     勻速下降 G-N=0；G=N 
N=G-ma(失重)a 上(超重)  勻減速下降 G-N=-ma 
a 下(失重)              N=G+ma(超重) 
對於起重機/升降機 M= m1+m2   
勻加上升 T=M(a+g)； 
勻速升/降 T=Mg； 
勻加下降 T=M(g-a); 
勻減上升 T=M(g-a); 
勻減下降 T=M(g+a) 
例 1：彈簧秤下掛 10kg 物，求下列時讀數? 
1. 以 0.5m/s2 勻加速上升； 

(T-mg=ma；T=105N) 
2. 以 0.2m/s2 勻減速上升； 

(mg-T=ma；T=98N) 
3. 以 0.2m/s2 勻加速下落； 

(mg-T=ma；T=98N) 
4. 以 0.5m/s2 勻減速下落。 
(T-mg=ma；T=105N)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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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 牛頓運動定律 第三節 牛頓第三定律 
教學目標 1.清楚掌握牛頓三大運動定律的內容及意義；知道慣性的作用及慣

性與質量之間的關係。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2：升降機以 0.5m/s2 勻加速上升，人質量 50kg，求此

時人對升降機對地板的壓力?若升降機以 0.5m/s2 勻

減速上升求此時人對升降機地板壓力? 
解：1.N-mg=ma； 

N=ma+mg=50(0.5+10)=525N 
mg-N=ma； 
N=mg-ma=50(10-0.5)=475N 

例 3：升降機自重 300kg，其升降時最大加速度 3m/s2，

鋼纜能承受最大拉力 8000N，求此機最大載重量？ 
解：∵設最大載重量為 m2 ； 

則 T- (m1+m2)g= (m1+m2)a 
∴ m2=315.38kg 

例 4：如圖 mA=4kg，而中間繩的拉力為 36N，此時 mA

和 mB 以 2m/s2 勻加速上升，求 B 的質量?向上的拉

力 F? 
解：1.  T- m2g= m2a；  

m2 =T/(g+a)=36/(10+2) 
=3kg 

2.  F- (m1+m2)g= (m1+m2)a 
        F=84N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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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六章 物體在重力作用下的運動 第一節 豎直上抛運動 
教學目標 1.掌握豎直上抛運動規律；理解曲線運動中速度方向及物體做曲線

運動的條件；理解運動合成的方法；會用運動合成分析如平抛運動；

理解平抛運動特點；理解斜抛運動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豎直抛體運動： 

豎直下抛運動：將物體以某一初速沿豎直方向向下抛出，

物體只在重力作用下所做的運動； 
豎直上抛運動：將物體以某一初速沿豎直方向向上抛出，

物體只在重力作用下所做的運動； 

學生思考 

 
發 
 
 
 
 
 
 
 
 
 
 
展 
 
 
 

豎直上抛運動：以某一初速向上豎直上升到達最大高度後

自由下落的運動。 
特點：上升過程：以 V0 為正，a=-g 的勻加(減)速運動；

      下落過程：自由落體； 
      加速度不變(大小、方向) 
公式 Vt=V0-gt；S=V0t-1/2gt2；+起抛點以上；-起抛點以下； 

V2
t-V2

0=2gS(g 取正下降；g 取負上升。 
分析該運動特徵 
具有豎直向上的初速度； 
∵重力遠大於空氣阻力∴空氣阻力可略，物只受重力作

用，加速度恒為重力加速度； 
物體上升達到最高點要下落，上升階段是勻減速直線運

動，下落階段是自由落體運動。 
豎直上抛運動的計算方法：將豎直上抛運動分為上升和下

落兩個階段進行計算。 
上升時間 t1：物上升到最高點　時速度為 0，∴0= V0-gt； 
            t1=V0/g； 
上升最大高度：由位移公式 S=V0t1-1/2gt1

2； 
H= V0(V0/g)- 1/2g(V0/g)2=V0

2/2g 
下落時間 t2：由 S=1/2gt2

2 得 t2=√2S/g 代 H=V0
2/2g 得 

t2=V0/g 
落地速度 V t：V2=gt2 代 t2=V0/g 得 V t=g(V0/g)=V0 

全程時間 T：T=t2+t2=2V0/g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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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六章 物體在重力作用下的運動 第一節 豎直上抛運動 
教學目標 1.掌握豎直上抛運動規律；理解曲線運動中速度方向及物體做曲線

運動的條件；理解運動合成的方法；會用運動合成分析如平抛運動；

理解平抛運動特點；理解斜抛運動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由豎直上抛運動的特徵知上升階段和下降階段受力情況

及加速度是相同的，那麼能否把這一運動看做一個統一的

勻減速直線運動呢? 
在黑板出示物體 
運動的 V-t 圖 
若勻減速至 V t=0 後 
受力況不變，物體則 
被反方向加速回到原 
來位置總位移 S=0； 
末速 V t=-V 0：圖像為 
只要設定物體運動的正方向，規定矢量的正負號即可將豎

直上抛運動的全過程看做統一的勻減速直線運動來處理。 
例 1：豎直上抛一物體，初速 30m/s，求上升最大高度；

上升段時間；物在 1 秒末、2 秒末、3 秒末、4 秒末、

5 秒末、6 秒末的高度及速度(g=10m/s2) 
解：設豎直向上為正方向 
最大高度：H=V0

2/2g=302/2x10=45m 
上升時間：t1=V0/g=30/10=3s 
1 秒末高度及速度 H=V0t-1/2gt2=30x1-1/2x10x12=25m 
                V 1=V0-gt1=30-10x1=20m/s    
2 秒末高度及速度 H=V0t-1/2gt2=30x2-1/2x10x22=40m 
                V 1=V0-gt1=30-10x2=10m/s….. 

時刻 s 0 1 2 3 4 5 6 … 

位移 0 25 40 45 40 25 0 … 

　時 v 30 20 10 0 -10 -20 -30 … 

表數據畫豎直上抛物位置圖 
豎上抛 H 最所用時與從這高度下落到原點時間相等； 
上升和下落中經同一位置時速度等方向反 
由圖看對稱性 V=-V5；V2=-V4；t1-t5=t6-t5; t2-t1=t5-t4;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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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六章 物體在重力作用下的運動 第一節 豎直上抛運動 
教學目標 1.掌握豎直上抛運動規律；理解曲線運動中速度方向及物體做曲線

運動的條件；理解運動合成的方法；會用運動合成分析如平抛運動；

理解平抛運動特點；理解斜抛運動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2：豎直上抛一物體，上升最大高度為 5m，求初速? 
解：∵H=V0

2/2g  
∴V0=√2x10x5=10m/s 

例 3：在 15m 高的塔頂以 4m/s 的初速豎直上抛一石，求

經 2s 後石離地高度？ 
解：S=V0t-1/2gt2=4x2-1/2x10x22=-12m 

負號表示經 2S 後石對抛出點位移方向為豎直向下即

石子在塔頂下方 12m，因而離地高度 15m-12m=3m 
例 4：氣球以 4m/s 速度勻速豎直上升，氣球下掛重物，

在上升到 12m 高後繩斷了，從這時刻算重物落地

時間為何及速度及可到達的最大高度? 
解：上升過程： H=V∵ 0

2/2g=4x4/2x10=0.8m 
             t1=V0/g=4/10=0.4s 
下落過程：12+H=1/2gt2

2；t2=1.6s；Vt=gt2=16m/s 
t 總=t1+t2=2s；H 最大=12+H=12.8m 

另解： 
 
 
例 5：氣球以 4m/s 速度勻速上升當上升到 217m 時，掉出

一重物，求重物經多久才落地？落地時速度及最大

高度? 
解：上升過程： H=V∵ 0

2/2g=4x4/2x10=0.8m 
             t1=V0/g=4/10=0.4s 
下落過程：217+H=1/2gt2

2；t2=6.6s；Vt=gt2=66m/s 
t 總=t1+t2=7s；H 最大=217+H=217.8m 

另解：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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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六章 物體在重力作用下的運動 第一節 豎直上抛運動 
教學目標 1.掌握豎直上抛運動規律；理解曲線運動中速度方向及物體做曲線

運動的條件；理解運動合成的方法；會用運動合成分析如平抛運動；

理解平抛運動特點；理解斜抛運動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6：豎直上抛一物體，初速 50m/s，求上升最大高度及

總時間及整個過程球的位移和路程，球回到地面前

1 秒的位移和速度? 
解： H∵ 最大=V0

2/2g=50x50/2x10=125m ； 
t 總=2V0/g=2x50/10=10s ； 總位移 S=0； 

上升：t/2=5s；下落 t/2=5s；H=1/2g(5-1)2=80m 
Vt=√2gH=√2x10x80=40m/s； 

S=H 最大-H=125-80=45m 
或 

例 7：豎直上抛的球，從起抛到回原地用了 10 秒，求球

上升的最大高度及球上升最後半秒內的位移和平

均束度？ 
解：t 總=10s； t 上=t 下=5s； H 最大=1/2x10x52=125m 
 
 
 
 
例 8：在離地 35m 高的地方，以 30m/s 速度豎直上抛一球，

求球經多久時間可落面及可到達的大高度？ 
解：上升過程： H=V∵ 0

2/2g=302/2x10=45m； 
             總高 H+35=80m； t1=V0/g=30/10=3s 
下落過程：35+H=1/2gt2

2；t2=4s； t 總=t1+t2=7s； 
另解： 
例 9：以 40m/s 初速上抛一物，其最後落回地面整個過程

運動時間是多少?上升最大高度及回落起點時的即

時速度? 
解：全程所用時間 t1=2V0/g=2x40/10=8s 

上升最大高度 H=V0
2/2g=402/2x10=80m 

     落回起點即時速度 Vt= V0=40m/s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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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六章 物體在重力作用下的運動 第二節 曲線運動 
教學目標 理解曲線運動中速度方向及物體做曲線運動的條件；理解運動合成

的方法。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曲線運動：運動過程中的軌跡為曲線。曲線運動的速度方

向：曲線運動某點上的速度方向在該點的切線方向上。曲

線運動的特點：變速運動：速度(速率)大小不變，方向改

變；速度(速率)大小改變，方向改變。曲線運動產生的條

件：F 合≠0；F 合與 V 不成一直(方向) 

學生思考 

 
發 
 
 
 
 
展 

例由 A 到 D：位移 AD；路程 ABCD 
一般對於曲線運動，有路程(R)>位移(S) 
運動的合成和分解 
運動的合成 
位移合成：AB+BC=AC 
速度合成：VAB+VBC=VAC   
運動的分解 
位移分解：AB=AB’=BB’ 
速度合成：VAB=VAB’+VBB’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1：質點以 4m/s 勻速下落與此同時風速由西向東 3m/s
質點在豎直方向下落 100m，求落地時速度及方向?
在水平方向偏離多遠和位移? 

解： V 合=√V1
2+V2

2=√42+32=5m/s 
方向 θ=arctg3/4=36.870 

    豎直方向上 V1=S1；t=100/4=25s 
S2= V2t=3x25=75m 即偏離了 75m 
位移 S=√S1+S2=125m 

例 2：飛機在跑道以 30m/s 上升與水平方向成 300，求水

平及豎直方向速度，10 秒後上升高度及水平位移?
解：水平方向：V1=Vcos300=30x√3/2=15√3m/s  

豎直方向：V2=Vsin300=30x1/2=15m/s 
    10s 後： S1= V1t=15√3x10=150√35m  

S2= V2t=15x10=150m 

 
 
學生觀察 

結論 曲線運動的速度方向：曲線運動某點上的速度方向在該點

的切線方向上。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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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六章 物體在重力作用下的運動 第四節 平抛運動 
教學目標 會用運動合成分析如平抛運動；理解平抛運動特點；理解斜抛運動

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平抛運動：物體以一定的初速度水平抛出，這個過程中只

受到重力的作用而形成的曲線運動。 
學生思考 

 
發 
 
 
 
 
展 

特點：豎直方向：自由落體 H=1/2gt2； 
水平方向：以 V0 的勻速直線運動 S=V0t 

這過程中只受重力作用 a=g；飛行時間 t 被高度限制與初

速無關；V0 只影響水平位移，不影響飛行時間 t。 
例 1：小球以 10m/s 做平抛運動，3s 後落地，求球從多高

平抛及水平位移? 
解： Sy=1/2gt2=1/2x10x32=45m 

Sx=V0t=10x3=30m； 
Vy=gt=10x3=30=m/s 
Vt=√V0

2+Vy
2=√102+302=31.6m/s；方向 θ=arctg1/3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2：在 20m 高沿同一水平方向同時抛出 AB 兩物，

VA=20m/s，VB=12m/s，求兩物在空中飛行時間?A
落地速度和方向?兩球落地後相距多遠?若兩球反向

抛出落地時又相距多遠? 
解：1.) H∵ 1= H2∴ t1= t2 

∴H1=1/2gt1
2∴ t1=√(2x20/10)=2s=t2 

2.)Vty=gt=10x2=20m/s；Vtx=VA=20m/s 
Vt=√(Vty

2+Vtx
2)=√(202+202)=28.3m/s；θ=arctg20/20=450 

3.)SA=VAt=20x2=40m；SB= VBt=12x2=24m；ΔS= SA- 
SB=16m 
4.)ΔS= SA+SB=16m 
例 3：HA：HB=2:1，VA=VB，求 tA:tB=? SAX:SBX=? 
解：HA：HB=2:1；1/2gt2

A:1/2gt2
B=2:1；tA:tB=√2  

SAX= VA tA 及 SBX=VB tB；SAX:SBX=√2 
例 4：飛機以 1080Kkm/h 的速度在離平面 2km 的高空飛，

發現海面有一敵艦，若敵艦靜止；以 30m/s 同向逃

脱；以 30m/s 反向逃脫，求要投中的提前量 ΔSX=?
解： 

 
 
學生觀察 

結論 豎直：自由落體 H=1/2gt2；水平：V0 的勻速直線運動 S=V0t 學生聆聽 

作業 練習冊第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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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六章 物體在重力作用下的運動 第五節 斜抛運動 
教學目標 會用運動合成分析如平抛運動；理解平抛運動特點；理解斜抛運動

規律。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斜抛運動的分解：水平方向：勻速直線運動。 

                豎直方向：豎直上抛。 
學生思考 

 
發 
 
 
 
 
展 

VX=V0COSθ；   SX=VXt 
VY=V0SINθ；   SY=VYt-1/2gt2  
飛行時間：2VY/g=2V0SINθ/g 
射高：Sy=V2

y/2g=(V0SINθ) 2/2g 
射程：SX=VX t= V0COSθ2V0SINθ/g=V0

2SIN2θ/g 
注： SIN2θ=2COSθSINθ；當 θ=450 射程最大 
( SIN2θ=1∵  ∴θ=450 )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1：一炮台離開地面 50 米高，其炮口與水平面方向成

300 角，由其發出一炮彈初速為 50m/s，求炮彈落地

時射程多遠? 
解：∵V0= 50m/s；θ=300  

∴V0x=V0COSθ=50x√3/2=25√3m/s 
H=VtYyt-1/2gt2: 
-50=25t-5t2； 
t1=(5+√65)/2   t2=(5-√65)/2(舍) 
SX= V0x t=25√3(5+√65)/2=282.81m 

 

 
 
學生觀察 

結論 斜抛運動的分解：水平方向：勻速直線運動。 
                豎直方向：豎直上抛。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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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一節 冲量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力是物體對物體的作用，力 F 對物體作用一段時間

t，力 F 和所用時間 t 的乘積有什麼物理意義? 
    質量是物體慣性的量度是物體內在的屬性，速度是物 
體運動的外部特徵，物體的質量與運動速度 V 的乘積有

什麼物理意義?這就是我們要講的沖量和動量。 

學生思考 

 
發 
 
 
 
 
 
 
 
 
 
 
展 
 
 
 

力是產生加速度的原因，如果有恒力 F 作用在質量為 m
靜止的物體上，經過時間 t 會產生什麼效果呢?由

F=mat=mV 看出力與時間的乘積 Ft 越大，靜止的物體得

到的速度 V 就越大， Ft 越小，靜止的物體得到的速度 V
就越小。由公式知如果要使靜止的物體得到一定的速度 V
力大所用時間就短，力小所用時間就長一些。力和時間乘

積在改變物體運動狀庇方面具有一定物理意義。 
力 F 和作用時間 t 的乘積叫做力的沖量，用 I 表示沖量 
I=Ft 
力的國際單位：牛頓，時間單位：秒， 
沖量單位：牛·米 符號：N·S 
力是矢量有大小又有方向；沖量有大小又有方向也是矢量 
沖量的方向由力的方向確定，如果在力的作用時間內，力

的方向保持不變，如一繩拉一物做圓周運動，則繩的拉力

在時間 t 內的沖量，就不能說是力的方向就是沖量的方

向。對於方向不斷變化的力的沖量，其方向可以通過動量

變化的方向間接得出，學習過動量定理後自然可以明白

了。說明：計算沖量時一定要注意計算的是一個力的沖量

還是合力的沖量。 
動量：運動物體與另一個物體發生作用時，作用效果由速

度決定還是由質量決定，還是由質量和速度共同決定? 
例 1：以 10m/s 的速度運動的球，能否用頭去頂?(足球就

能去頂，鉛球就不能，同速度王同質量。) 
質量為 20g 的物體運動過來，能否用手去接? 
(速度小就能去接速度大如子彈就不能，同質量不同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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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一節 冲量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由以上問題可歸納出：運動物體作用效果它的動力學 
特徵由運動物體的質量和速度共同決定。 
運動物體的質量和速度的乘積叫動量。P=mV 
質量的國際單位：千克；速度的國際單位：米/秒；動量

的國際單位千克·米/秒 符號 kg·m/s 
質量均勻為 m 的兩個物體在水平面上都由西向東運動，

同時撞到一個靜止在水平面上的物體靜止的物體將向東

運動，如果這兩個物體一個由東向西一個由西向東運動，

同時撞到靜止在水平面上的物體，這個物體可能還靜止

嗎?可見動量不僅有大小而且還有方向，動量是矢量，動

量的方向由速度方向決定。 
動量是矢量，動量的方向就是速度的方向。在研究動量改

變時，一定要注意方向，如困物體沿直線運動，動量的方

向可用正負號表示。 
動量定理：在前面講沖量時，已經得出 Ft=mV 的關係這

說明物體在沖量作用下，靜止的物體動量變化與沖量的關

係沖量和動量間究竟有什麼關係？在恒力 F 作用下質量

m 的物體在時間 t 內，速度由 V 變化到 V’。根據牛二定

律有 F=ma 式中為物體所受外力合力的沖量。 
以上左側是物體受到所有外力合力的沖量。mV 和 mV'
是沖量作用前作用後的動量，分別用 P 和 P’表示， P’-P
是物體動量的改變，又叫動量的增量。以上的等式的物理

意義是物體動量的改變等物體所受外力沖量的總和，這就

是動量定理，用公式表示 I=P’-P(動量定理) 
例 1：質量為 2kg 的木塊與水平面間的動摩擦因數 μ=0.2， 
     木在 F=5N 的水平恒力作用下由靜止開始運動，求

恒力作用下木 10s 末物體的速度? 
解： a=(F-f)/m=(F-μN)/m=(5-0.2x2x10)/2=0.5m/s2  

木 10s 末 Vt=at=0.5x10=5m/s；用 10s 內木所受合力

的沖量 I=Ft-ft 再用動量定理 I=mV  
V==I/m=(5x10-0.2x2x10x10)/2=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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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一節 冲量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2：質量為 0.5kg 的球沿光滑的水平面以 5m/s 沖向牆

壁，又以 4m/s 被反回，作用時間 0.05 秒，求球所

受平均沖力? 
解： I=Ft=P’-P=mV’-mV=m(V’-V)=0.5((-4)-5)=-4.5N·S 
F=-4.5/0.05=-90N 
平均沖力為 90N 方向與 V 相反 
例 3：錘的度 V=4m/s，打在鐵釘上作用時間為 0.01 秒，

錘質量 m=2kg，求不計錘重力時錘對釘的作用力?
計錘重力時求錘對釘的作用力? 

解：取上為正 Ft=m(V’-V) 
    F=m(V’-V)/t=2x(0-(-4))/0.01=800N 
   F’=-F=-800N(錘對釘的作用力為 F’) 

(F-G)t=m(V’-V)(取上為正) 
F=2[(0-(-4))/0.01+2x10=820N 
F’=-F=-820N 

例 4：有人 m=60kg 以 5m/s 跳到地面，作用時間 0.12 秒，

求人受到的沖力?若人跳到軟墊上作用時間 0.3 秒，

求人受到的沖力? 
解：取上為正(F-G)t=m(V’-V) 

F=60[0-(-5)]/0.1+60X10=3600N 
(F-G)t=m(V’-V) 
F=60{0-(-5)}/0.3+600=1600N 

例 5：系上安全帶質量為 50kg 的人，不慎從空中跌下，

安全帶對長 5m，作用時間 1 秒，求安全帶對人的

平均作用力? 
解：取上為正 V=-√2gh=-√(2x10x5)=-10m/s(人作自由落體) 

(F-G)t=m(V’-V) 
F=50[0-(-10)]/1+500=10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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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一節 冲量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6：質量為 5kg 的重錘自由下落，經 0.5s 到達地面，與

地面相互作用 0.01s 後靜止，求重錘對地的平均作

用力? 
解：分析此題可分兩段，觸地自由下落落地時速度  

V=gt=10x0.5=5m/s 觸地後物體又受阻力 N； 
定向上為正由動量定理得(N-mg)Δt=0-(-mV) 
N=mV/Δt +mg=5x5/0.01+5x10=2550N 
N 為豎直向上；由第三定律得錘對地的作用力 N’=-N 
N’=-2550N N’為豎直向下 

例 7：一冰球質量 0.2kg，以 20m/s 的速度與牆成 600 角碰

撞碰後仍 20m/s 沿與牆成 1200 角飛出，碰撞時間

0.01s，求冰球對牆的作用力？ 
解：取 Vt 上為正

Ft=m(Vt-V0)=m(Vtcos300+V0COS300)=2mVcos300 
      牆對冰球作用力 F=2x0.2x20xos300/0.01=692.8N 
例 8：斜面傾角 θ=370，有一物質量 2kg 放在斜面上，它

和斜面間的 μ=0.2，物沿斜面下滑 2s，求這段時間

內物體所受各力的沖量和合外力的沖量？ 
解：重力沖量 IG=Gt=mgt=2x10x2=40N·S(豎直向下) 
彈力沖量 IN=Nt=mgcos370t=32N·S(垂直斜面) 
摩擦力沖量 If=ft=μNt=μmgcos370t=6.4N·S 
(沿斜向上) 
合外力沖量 I 合=(G2-f)t 
=(mgsin370-μmgcos370)t 
=17.6N·S(沿斜向下) 
例 9：將質量 2kg 的物體水平抛出它在下落 0.2m 的過程

中重力的沖量為何?方向如何? 
解：先求物水平抛後時間 t=√(2h/g)=0.2s 

IG=Gt=mgt=2x10x0.2=4N·S(豎直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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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一節 冲量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10：質量為 1kg 的彈性球從 1.25m 高自由下落，掉在

一堅硬水平板碰後回彈高度 0.8m 若碰時間為 0.1s
，求球所受板作用力? 

解：根據 V2
t-V2

0=2gH 
    由上向下 V0=√2x10x1.25=5m/s(豎直向下) 

V1=√2x10x0.8=4m/s(豎直向上) 
I=Ft=m(Vt-V0) 

     F=(1x4-1x5)/0.1=-10N(豎直向上) 
例 11：質量 2000kg 的車以 20m/s 速度行駛，緊急刹車在

3s 內停下，求車動量的變化？ 
解：ΔP=mV'-mV=0-2000x20=-40000N·S(負即與初速相反) 
例 12：一個 50g 網球以 25m/s 度前飛然後以 15m/s 速度

回來，求球原來的動量；球被擊後動量；球的動量

變化？ 
解：P=mV=0.05x25=1.25kg·m/s； 
    P’=-mV'=-0.05x15=-0.75kg·m/s； 
    I=P’-P=-2kg·m/s； 
例 13：在光滑水平面以 20m/s 速度的質量為 2kg 的 A 球

和一質量 8kg 靜止Ｂ球碰撞，時間 0.01s，碰後ａ球

以 10m/s 速度反向彈回，求碰前動量；碰中ａ受到

沖量及ａ球受到沖力多力？碰後ｂ球速度？ 
解：碰前ａ球動量 PA1=mAVa1=2x20=40kg·m/s；a 球受沖

量 I=Ft=mAVA2-mAVA1=[2x(-10)-2x20]=-60N·S；A 球

受沖力 
F=(mAVA2-mAVA1)/t=[2x(-10)-2x20]/0.01=-6000N 

 
例 14：兩個球質量 m1=0.01kg 和 m2=0.05kg，把它們放在

光滑水平面，若 V1=0.3m/s 和 V2=0.1m/s 相向運動

發生碰撞後 m2 靜止，求 m1 速度? 
解：P=P’且 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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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四節 動量守恒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前面已講動量定理，現在來研究兩個發生相互作用物 
體所組成的物體系統，在不受外力的情況下，二者發生相 
互作用前後各自的動量發生什麼變化，整個物體系統的動 
量又將如何? 

學生思考 

 
發 
 
 
 
 
 
 
 
 
 
 
展 
 
 
 

以兩球發生碰撞為例討論提出問題進行理論、推導、畫

圖，設想水平桌面上有兩個勻速運動的球，它們質量是

m1 和 m2，速度 V1 和 V2， 且 V1>V2，則它們的總動量(動
量的矢量和)P=P1+P2=m1V1+m2V2，經過一定時間 m1 追上

m2，並與之發生碰撞，設碰撞後二者的速度 V1’和 V2’，
此時它們動量的矢量和即總動量

P’=P1’+P2’=m1V1’+m2V2’， 
碰撞前 P=P1+P2=m1V1+m2V2， 
碰撞後 P’=P1’+P2’=m1V1’+m2V2’， 
下面從動量定理和牛三定律來討論 P 和 P’有什麼係？ 
設碰撞過程中兩球相互作用力是 F1 和 F2，力的作用時間

是 t，根據動量定理 m1 球受到沖量是 F1t=m1V1’-m1V1  
m2 球受到沖量是 F2t=m2V2’-m2V2 

根據牛三定律 F1=F2 大小等，方向相反，即 F1t=-F2t 

 

 

 
說明了兩球碰撞前後系統的總動量是相等的。 
兩球碰撞時除了它們相互間的作用力(這是系統的內力)
外還受到各自的重力和支持力的作用，但它們彼此平衡。

桌面與兩球間的滾動摩擦可不計，∴m1 和 m2 系統不受外

力或它們所受合外力為 0。 
相互作用的物體所組成的系統，若不受外力作用或它們所

受外力之和為 0，則系統的總動量保持不變，這叫動量守

恒定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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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四節 動量守恒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1：甲乙兩物沿同一直線相向運動，甲的速度為 3m/s， 
乙的為 1m/s，碰撞後甲乙兩物都沿各自原方向的反 
方向運動，速度都是 2m/s，求甲乙兩物質量之比？ 
 
 
 
 
 

例 2：子彈質量 50g，木箱 2kg，子彈以 200m/s 射向木自

後速度為 100m/s，求木箱可以上升最大高度? 
 
 
 
 
 
 
 
 
 
 
 
 
 
例 3：船質量 M 長 L 靜止在水裡，一個人質量為 m 從船

頭走到船尾，若不計水阻力，求船移動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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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四節 動量守恒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4：木塊 a 質量 2kg 速度 3m/s，b 車質量 4kg 速度 0，

兩者間滑動摩擦系數 μ=0.2，求車至少要多長木塊

才不會飛出車外? 
 
 
 
 
 

例 5：子彈質量 0.1kg，木箱 10kg，子彈以 100m/s 射向木

自後速度為 90m/s，求此時木箱的速度? 
 
 
 
 
 
例 6：光滑水平面上的兩滑塊，當質量 M1=1kg 以速度

20m/s 撞向靜止的 M2 後，M1 和 M2 都以 5m/s 速

度運動，求 M2 質量? 
 
 
 
碰撞問題：完全彈性正碰---形變全恢復 
    遵守：動量守恒；機械能守恒 
非彈性碰撞---形變不完全恢復；遵守：動量守恒； 
完全非彈性碰撞---碰撞後兩者速度相同，但形變不能恢復 

遵守：動量守恒； 
研究彈性正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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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四節 動量守恒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1：已知 m1=0.4kg，m2=0.6kg 起初靜止，繩長 L=1.23m，
完全正碰，求 m2 得到的速度以及 m1 反彈高度? 
 
 
 
 
 

例 2：沖擊擺子彈質量 20g，泡包 M=2kg，最大擺角 600，

子彈射入沙包後不穿出，求子彈初速度? 
 
 
 
 
例 3：已知 mA=20g，mB=2kg，μ=0.4，V1=600m/s，

V1’=100m/s，V2=0，求木 2 的滑行距離?(A 碰 B 後

兩者分開) 
 
 
 
例 4：已知 mA=mB=1kg，彈性正碰，R=L/4，軌道光滑，

求 
B 球過最高點時對軌道壓力? 

 
 
 
 
 

例 5：接上題若 mA=1/2mB，問 mB 可否沖過最高點?R=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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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四節 動量守恒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6：在光滑軌道上 A 球以 VA 撞向 B 球，A 球質量是 B
球的兩倍，碰撞後 A 球速度變為原來 1/3 同向，求

要使 B 球可通過最高點時 VA?B 球經最高點後落地

時水平距離 SX? 
 
 
 
 
 
 
 
 
例 7：質量 mA 速度 V 的子彈水平射入光滑水平面上靜止

的木塊 mB 中，射入 ΔS 深後，子彈與木塊共同速

度為 V’，求子彈平均阻力 f? 
 
 
 
 

例 8：球由 h 自由落下與地面作用後，t=0.1s 反彈高度為

h1，求受到地面的撞擊力? 
 
 
 
例 9：如圖 mB=6m，當繩 AB 斷開後，求 SX1：SX2 及 EK1：

EBK2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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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四節 動量守恒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相對運動(反沖運動) 
例 1：一門大炮質量(連炮彈)為 2T，射出質量為 10kg 的

炮彈，炮彈速度 600m/s，求大炮後退速度? 
 
 
 
 
例 2：人質量 ma，船 mB當人以對船 V0 的速度從一端走

向另一端(不計水對船阻力)，船得到的速度? 
 
 
 
 
 
 
例 3：車 mA=16kg，球 mB=4kg，水平面置自由釋放繩長

L=1m，求球車對地的速度?此時繩對球的拉力? 
 
 
 
 
 

 
 
 
例 4：已知 m1=60kg 的人，m2=10kg 的平板車，人與車原

來均是靜止的，當人以 30m/s(對地)在車前方跳下，

求車的速度?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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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九章 動量 第四節 動量守恒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動量和沖量的概念；掌握動量定理；掌握動量守恒定律；知

道反沖運動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5：已知車 mA=1.96kg，球 mB=0.04kg，球以 V0 沖向車，

R=0.5m 恰好能沖上最高點，求 V0 及球對車的速

度? 
 
 
 
 
 

 
 
 
例 6：如圖 m1=1kg，m2=2kg，輕質彈簧，V1=50m/s，V2=0，

求彈簧最大彈性勢能? 
 
 
 
 
 
 
 
例 7：m1=m2，半徑 R 碰撞後 m1，m2 粘在一起，剛好能

沖上最高點，求 H? 
 
 
 
 
例 8：質量 20kg 的手榴彈在上抛過程中炸裂成兩塊，其

中一質量 5kg 以 10m/s 沿原方向運動，而另一則以

5m/s 向運動，求手榴彈爆炸時速度?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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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一節 功 
教學目標 1.理解功和功率的概念，會用功和功率公式進行計算；理解動能概

念；掌握動能定理會用動能定理解決力學問題；理解重力勢能概念

以及重力勢能變化與重力做功的關係；了解彈性勢能的概念；掌握

機械能守恒定律；理解功和能的關係；知道功是能量轉化的量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功：知道力和物體在力的方向發生位移是功不可缺少的因 
素；會用功的公式 W=FCOSθ 進行計算；理解正功和負

功的概念；知道合外力所做功等於各個力所做功的代數

和。 

學生思考 

 
發 
 
 
 
 
 
 
 
 
 
 
展 
 
 
 

功這個字並不陌生，初中物理學過功的一些初步知識，現

在我們要知什麼叫功?誰對誰做? 
如果一個物體受到力的作用，且在力的方向上發生位移，

物埋學就說這個力對物體做功。 
例 1：水平力 F 拉木箱，移動位移 S 則做功為多少呢? 
力 F 有否做功而重力方向有否移動距離? 
分析一個力是否對物體做功，關鍵是要看受力物在這個力

的方向上是否有位移，至此可作答。 
 功的公式 W=FCOSθ 
功的單位：焦耳 J 或牛·米 N·m 即 1J=1N·m 
正功和負功 
由公式 W=FCOSθ 從 COSθ 的可能值入手討論指出 W 可

能為正值、負值和零，再進一步說明力 F 與 S 間的夾角 θ
的取值範圍。 
當 00 θ<90≦ 0 時 COSθ 為正值，W 為正值；稱力對物做 

正或力對物做功。 
當 θ=900 時 COSθ=0，W=0；力對物做零功即力對物不做

功。 
當 900<θ 180≦ 0 時 COSθ 為負值，W 為負值；稱力對物 

做負功或稱物克服這個力做功。 
例手推車，手對車做正功或將重物從一樓向五樓上搬 
首先要知兩個問題都是人用力對物做功的過程都是要消

耗體能，就此過程指出做功是能量轉化過程，做功越多能

量轉化得越多，因功是能量轉化的量度，能量是標量相應

功也是標量。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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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一節 功 
教學目標 1.理解功和功率的概念，會用功和功率公式進行計算；理解動能概

念；掌握動能定理會用動能定理解決力學問題；理解重力勢能概念以

及重力勢能變化與重力做功的關係；了解彈性勢能的概念；掌握機械

能守恒定律；理解功和能的關係；知道功是能量轉化的量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功是描述力在空間位移上累積作用的物理量，功是能量轉化的量 
度，功是標量。 
正功的意義：力對物做功向物體提供能量即受力物了能量 
負功的意義：物體克服外力做功向外輸出能量(以消耗自身的能量

為代價)即物體失去能量。 
例 1：如圖已知 F=100N，f=5N，S=10m，求 WF、Wf、W 總? 
 
 
 
 
 
例 2：已知 m=10kg，F=100N，μ=0.2，θ=300，水平位移 

S=5m，求 WF、Wf、W 總、WN、WG? 
 
 
 
 

例 3：已知 m=10kg，沿光滑斜面自由下滑 10m，求什麼力做功?
做多少功? 

 
 
例 4：如圖質量 2kg 的物體在水平面上，受到與水平方向成 370，

大小為 10N 的拉力移動 2m，μ=0.2，求拉力對物做功；重力

對物做功；彈力對物做功；摩擦力對物做功；外力對物做總

功為何?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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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二節 功率 
教學目標 1.理解功率公式 P=W÷t 並進行計算；理解公式 P=FV；知道　時功

率及平均功率並能解釋及計算。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入 功率：做功的快慢程度。公式 P=W÷t； 

P=W÷t=FS/t=FV(　時功率)；
P=FV(平均功率) 

學生思考 

 
發 
 
 
 
 
 
 
 
展 

功率單位(SI 制)：瓦特(W)、千瓦(KW)、1 匹馬力(Pbs) 
     1W=1J/S   1KW=1000W  1 匹馬力=735W 
例 1：已知一起重機在 1 分鐘內將 20T 的貨物提升到 10m

高，求起重機功率及功?重力做功及半小時內做功?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2：質量 2000kg，馬力 100 匹的汽車，勻速前進時，最

大速度為 180km/h，求此時車受到的牽引力及阻力? 
 
 
 
 
例 3：接上題，若保持車的輸出功率不變，當速度減到

144km/h，汽車受到合力大小?加速度? 
 
 
 
例 4：起重機以 2m/s2 的加速度將原靜止且重為 10N 的貨

物提升 4m，求提升完成時　時功率? 
 

 

總結 功率：做功的快慢程度。 第十章練習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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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三節 動能 動能定理 
教學目標 1.知道什麼是動能；由做功與能量關係得公式 EK=1/2mV2；知道動

能是標量狀態量。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機械能：動能(EK)； 能量(E) 
        勢能(EP)    單位(J) 
        彈性勢能 
什麼是動能?它與哪些因素有關? 

學生思考 

 
發 
 
 
 
 
 
 
 
 
 
 
 
 
 
 
 
 
 
展 

物體由於運動而具有的能叫動能。它與物體的質量和 
速度有關。 
    運動物體可對外做功，質量和速度越大，動能越大物 
體對外做功的能力也越強。所以說動能是表示運動物體做 
功的一種能力。 
    那麼動能與質量和速度的定量關係如何? 
我們知功與能密切相關，因此可通過做功來研究能量，外 
力對物體做功使物體運動而具動能，下面來研究一個運動 
物體的動能是多少? 
例在光滑水平面上一物體原來靜止，質量為 m，此時動

能是多少?(∵物沒運動∴無動能)。在恒定外力 F 作用下

物體發生一段位移 S 得到速度 V 這個過程中外力做多少

功?物體得到多少動能? 
即外力做功 W=FS=maV2/2a=1/2mV2  
由於外力做功使物體得到動能，所以 1/2mV2 就是物體得 
到動能與質量和速度的定量關係：物體的動能等於它的

質量跟它的速度平方的乘積一半，用 EK 表示動能，則計 
算動能公式 EK=1/2mV2 
由以上推導過程可知，動能與功一樣也是標量不受速度方 
向的影響，它在國際單佔制中的單位是焦耳(J)，一個物

體處於某一確定運動狀態它的動能也就對應於某一確定

值，因此動能是狀態量。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應 
 
 
用 

動能定理：將剛才推導公式例子改動一下，設物體原來就 
具有速度 V1，且水平面存在摩擦力 f，在外力 F 作用下經 
過一段位移 S 速度達到 V 2，則此過程中外力做功與動能 
又存在什麼關係?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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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三節 動能 動能定理 
教學目標 1.知道什麼是動能；由做功與能量關係得公式 EK=1/2mV2；知道動

能是標量狀態量。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外力 F 做功 W=FS 
摩擦力 f 做功 W=-Fs 
外力做總功 W=FS-Fs=ma(V2

2-V1
2)/2a=1/2mV2

2-1/2mV1
2= 

EK2-EK1= ΔEK  
可見外力對物體做的總功等於物體在一運動過程中動能

的增量。其中 F 物體運動同向，它做功使物體動能增大；

f 與物體運動反向，它做功使物體動能減少。它們共同作

用效果導致物體動能變化，將上述問題再推廣一步：若物

體同時受多個方向任意外力作用，情況又如何?引導學生

推導出正確結論。 
外力對物體所做的總功等於物體動能的增加，這叫動能定

理。用 W 總表示外力對物體做的總功，用 EK1 表示物體初

態的動能，用 EK2 表示末態動能，則動能定理表示為 
W 總=EK2-EK1= ΔEK 
對動能定理的解釋 
對外力對物體做功的總功的理解 
有的力促進物體運動，而有的力則阻礙物體運動，因此它

們做功就有正負之分，總功指的是各外力做功的代數和，

又因為 W 總=W1+W2+…=F1S+F2S= F 總 S 
∴總功也可理解為合外力的功。 
對該定理標量性的認識：因動能定理中各項均勻標量，因

此速度方向改變不影響動能大小，如勻速圓周運動過程

中，合外力方向指向圓心與位移方向始終保持垂直，所以

合外力做功為 0 動能變化為 0，不因速度方向改變而改變。 
對定理中”增加”一詞的理解：由於夕力做功可正可負，因

此物體在一運動過程中動能可增加也可減小，因而定理

中”增加”並不表示動能一定增大，它的含義為末態與初態

的動能差或稱為”改變量”數值可正可負。 
對狀態與過程關係的理解：功是伴隨一個物理過程而產生

的是過程量而動能是狀態量，動能定理表示過程量等於狀

態量的改變量的關係。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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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三節 動能 動能定理 
教學目標 1.知道什麼是動能；由做功與能量關係得公式 EK=1/2mV2；知道動

能是標量狀態量。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1：質量 m=1kg 和速度 10m/s 的物體，求此物的動能及若此

物速度和質量均變成原來一半時動能變為原來的多少倍? 
 
 
 
例 2：在水平放置的長直木板槽中，一木塊以 6m/s 初速度開始

滑動，滑行 4m 後速度減為 4m/s，若木板槽粗糙程度處處

相同，此後木塊還可向前滑行多遠? 
 
 
 
 
例 3：人造衛星質量 2500kg，運轉時線速度 3000m/s，求人造衛

星具有的 EK? 
 
 
 
 
 
例 4：已知 m 子彈=10g ，V1=400m/s，V2=100m/s，求木板對子彈

的平均阻力? 
 
 
 
例 5：一架飛機質量為 5000kg，跑道長 1.5km，飛機起飛時速度

60m/s，在起飛過程中跑道對飛機阻力是動力 0.01 倍，求

飛機動力 F 及 f?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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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三節 動能 動能定理 
教學目標 1.知道什麼是動能；由做功與能量關係得公式 EK=1/2mV2；知道動

能是標量狀態量。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6：m=0.2kg 和速度 20m/s 的物體，豎直上抛，求初動能 EK1?
到達最高點的 EK2?到達最高點時重力做功? 

 
 
 
 
例 7：物在恒力作用下移動 S 米後，速度由 V 變到 5V，若繼續移

動 2S 後，則 V? 
 
 
 
例 8：m=5kg,μ1=0.1,μ2=0.2,S1=10m,S2=5m,V1=20m/s，求物末狀態? 
 
 
 
 
例 9：已知兩物動量等，質量比 2:3，求動能比? 
 
 
例 10：光滑斜面長 1m，傾角 θ 滑塊由斜面頂以 3m/s 下滑，求滑

塊到達斜面底時速度? 
 
 
例 11：初速 1m/s 質量 1kg 滑塊在水平面滑行 1m 後停下，求μ? 
 
 
例 12：物體在水平面移動 S= m，速度由 4V 減至 V，求當物完全

停止運動時的總位移?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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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四節 重力勢能 
教學目標 1.理解重力勢能概念會用重力勢能公式勢能是標量；理解重力勢能

變化與重力做功的關係；知道重力做功與路徑無關；了解重力勢能

相對性及勢能差的不變性；了解彈性勢能。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重力勢能(EP)：被舉高的重物一旦下落可以做功，表明處

於一定高度的重物”儲存”著一種能量，這就是重力勢能，

即重力勢能是由物體處於一定高度而具有的能量     
EP=mgh  

學生思考 

 
發 
 
 
 
 
 
 
 
 
 
 
 
 
 
 
展 

重力做功與 EP 之間的關係         
EP1=mgh1   EP2=mgh2    EP3=mgh3  
由上得 ΔEP=EP1-EP1=mg(h1-h2)<0； 

ΔEP=EP3-EP2=mg(h3-h2 )>0 
G 做正功 ΔEP<0  EP 減少 
G 做負功 ΔEP>0  EP 增大 
ΔEP=-WG；WG=-ΔEP=-mg(h2 -h1) 
重力勢能相對性：EP=0 的面---零勢面 
以地面作為零勢面則 EP=mg(h1+hP2) 
以 h1 為零勢面則 EP=mgh2 

以 h2 為零勢面則 EP=0 
解題時一般以最低點作為零勢面 
重力做功與路徑無關 
沿 S1 下滑 WG=EP=mgh 
沿 S2 下滑 WG=EP=mgsinθ1S2=mgsinθ1h/sinθ1=mgh 
沿 S3 下滑 WG=EP=mgsinθ2S3=mgsinθ2h/sinθ2=mgh 
即重力做功與路徑無關。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應 
 
 
 
 
 
 
用 

例 1：光滑斜面小球質量 5kg，g 取 10 下滑，求 ΔEP，

WG? 
 
 
例 2：m=2kg，h=10m 自由下落(g 取 10m/s2)，求落地時

速度?在何處 Ek=EP，此時 V? 
 
 

學生聆聽 



高一物理 
物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96

 

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四節 重力勢能 
教學目標 1.理解重力勢能概念會用重力勢能公式勢能是標量；理解重力勢能

變化與重力做功的關係；知道重力做功與路徑無關；了解重力勢能

相對性及勢能差的不變性；了解彈性勢能。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3：用長 L 的輕繩一端固定於 0 點，另一端拴(音山)，
質量為 m 的球，現將球拉至水平方向由靜止釋放，

求球在釋放後運動到最低點所做的功? 
 
 
例 4：mA=mb，α<β 斜面光滑 VA=Vb，求 AB 到達斜面時

重力對 AB 做功哪個大?AB 到達斜面重力的　時功

率哪個大? 
 
 
 
 
 
例 5：物質 1kg 離地高 3m，求物所具有重力勢能及若物

體自由下落，重力作功多少? 
 
 
例 6：將一物從地面提升到距地 5m 高，重力做功

W=-100J，求物體質量? 
 
 
例 7：球質量 m 從離地高 H  m 自由落下然後反彈回離

地高 H/3 的地方，球克服重力做功 W，求 H?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結論 重力勢能(EP)：被舉高的重物一旦下落可以做功，表明處 
於一定高度的重物”儲存”著一種能量，這就是重力勢 
能，即重力勢能是由物體處於一定高度而具有的能量。

學生聆聽 
 

作業 第十章練習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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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五節 機械能守恒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重力勢能概念會用重力勢能公式勢能是標量；理解重力勢能

變化與重力做功的關係；知道重力做功與路徑無關；了解重力勢能

相對性及勢能差的不變性；了解彈性勢能。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在已學習有關機械能概念的基礎上，學習機械能守恒定律，掌握

機械能守恒的條件，掌握應用機械能守恒定律分析，解決問題的

基本方法。 
學習從功和能的角度分析處理問題的方法提高運用所學知識綜

合分析，解決問題的能力。 

學生思考 

 
發 
 
 
 
 
 
 
 
 
 
 
 
 
 
 
 
 
 
 
 
展 

機械能 EK：動能 EK=1/2mV2；重力勢能 EP=mgh； 
彈性勢能。 
自由落體 EP(mgh)---Ek(1/2mV2)   E1=E2  
豎直上抛 EK(1/2mV2)=Ep(mgh) 
機械能守恒定律：一個物體在只有重力對其做功的情況下 
物體的 Ek 與 EP 發生相互轉化，但機械能 E 總保持不變 

E1=E2   E=EK+EP  (只有重力做功) 
EK1+EP1=EK2+EP2   
解題只有 G 做功 E1=E2 ；不只有 G 做功 E1≠E2 

 
 
 
 
例 1：m=3kg，h=20m 平抛 SX=40m(不計空氣阻力)，求落地速率? 
 
 
 
 
例 2：單擺運動最大擺角 θ，繩長 L，球質量 m，求球經最底點

時速率?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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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五節 機械能守恒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重力勢能概念會用重力勢能公式勢能是標量；理解重力勢能

變化與重力做功的關係；知道重力做功與路徑無關；了解重力勢能

相對性及勢能差的不變性；了解彈性勢能。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3：有一斜台高 h=5m 光滑，球 m=2kg 初速為 20m/s(不計空氣

阻力)g 取 10m/s2，求球可否沖上斜台？到達斜台後的速

度?球落回地面速度? 
 
 
 
 
例 4：要使球通過半徑為 R 的圓形軌道之最高點，求球少要從多

高的地方下落?球過最低點 B 時的速度?若球過點時對軌

道壓力等於其重力求 ha’? 
 
 
 
 
 
例 5：自由落下的物質量 10kg 離地 1m，求物到地速度? 
 
 
例 6：平抛物水平初速 1m/s 到地時速度 2m/s，求物起抛時離地

高度?落地時重力暽時功率? 
 
 
 
例 7：光滑斜台高 3m 滑塊 1kg 恰衝上斜台，求滑塊 V 初? 
 
 
例 8：球以 10m/s 豎直上抛，問球升到離起抛點多高其動能和重

力勢能等?此時球速多少? 
 

學生思考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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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章 機械能 第六節 功能原理 
教學目標 1.知道重力做功與路徑無關；了解重力勢能相對性及勢能差的不變

性；了解彈性勢能。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功能原理(E1≠E2)；(E1=E2+WΣF)[不只重力做功有外力做功] 
        (E2-E1= E=W△ ΣF---WΣF 不包括 WG 

學生思考

 
發 
 
 
 
 
 
 
 
 
 
 
 
 
 
 
 
 
 
 
 
 
展 
 

例 1：h=4m，m=2kg 自由下落(不計空氣阻力)，最後陷入泥地 0.2m，

求泥地平均阻力? 
 
 
 
例 2：m=2kg，θ=300，μ=0.1(g 取 10N/kg)，求 Vt? 
 
 
 
 
例 3：R=2m，m=1kg，h1=10m，h2=5m，V1=V2=0，求 f 平均阻力？ 
 
 
 
例 4：LAB=2m，μ=0.2，斜面光滑 h=1m，V1=0 下滑，求物 A 最後

停在何處? 
 
 
 
例 5：作用力 F 從 A 到 B 撤去 F 後剛能沖上 C 點後又回 A 點(R

為已知)，求 B 加速度? 
 
 
例 6：m=2kg,R=2m,ha=8m,，θ=300,f=2N,Va=0，求球 A 可否過最

高點 C？球過 C 點時 VC?對軌道壓力 N?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高一物理 
物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00

 

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一節 萬有引力 
教學目標 1.理解勻速圓周運動角速度、線速度、周期及轉速的概念；理解向

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人造衛星

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將一粉筆分別豎直向下、水平方向、斜向上抛出，觀察運動軌跡。

粉筆做直線運動還是曲線運動其條件是什麼?(速度方向與力的方

向在同一直線上物體做直線運動，不同一直線上便做曲線運動。)
在曲線運動中有一種特殊運動形式物體運動的軌跡是一圓周或一

段圓弧，稱為圓周運動。 

學生思考

 
發 
 
 
 
 
 
 
 
 
 
 
 
 
 
 
 
展 
 
 
 
 

電扇、風車等轉動時，上面各點運動的軌跡都是圓…大到 
宇宙天體如月球繞地球的運動，小到微觀世界電子繞原子 
核運動，都可看做圓周運動，它可看做圓周運動，它是一 
種常見的運動形式。 
你在跑 400 米彎道時身體為何要血彎道內側微微傾斜？ 
鐵道和高速公路的轉彎處及賽車的環形車道。為甚麽路面 
總是外側高，內側低？ 
若物體沿著園周運動，在圓周運動中，最簡單的是勻速圓 
周運動。 
勻速圓周運動：質點沿圓周運動，如果在相等的時間里通 
過的圓弧長度相等，叫勻速圓周運動。 
例如：砂輪上某一點運動，洗衣機脫水筒上某一點運動及 
機械鐘錶針針尖的運動。 
勻速圓周運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具有周期性，那麽，用甚 
麼物理量可以描述勻速圓周運動的快慢？ 
描述勻速圓周運動快慢的物理量 
線速度：物體通過的圓弧長 S 與所用時間 t 的比值 V=S/t 

是一恒量，當 t、S 很短，即某一時刻的暽時速度 
線速度其實是物體做圓周運動的暽時速度。 
當物體做勻圓周運動時各個時刻線速度大小相同而方向 
時刻在改變，那麼線速度方向有何特點？ 
例 1：水淋在傘上，同時搖台轉動，水沿切線方向飛出 
分析：飛出的水在離傘的暽間，由於慣性要保持原來速度方向，

因而表明切線方向即為此時刻線速度方向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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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一節 勻速圓周運動 
教學目標 1.理解勻速圓周運動角速度、線速度、周期及轉速的概念；理解向

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人造衛星

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線速度方向：沿著圓周各點的切線方向。 
角速度：半徑轉過的角度 α 與所用時間的比值 
ω=α/t 單位：rad/s 
周期：質點沿圓周運動一周所用的時間。 
例如地球公轉周期約 365 天，鐘表秒針 
周期 60s 等，周期長表示運動慢。 
角速度、周期、線速度三個量之間的關係 
V=2πr/T；ω=2π/T；V=ωr 
當物體做勻速圓周運動時，V、ω、T 是否改變(ω、T 不變，V
不變，方向變)。 
勻速圓周運動是勻速率圓周運動的簡稱，它是一種變速運動。轉

數 n 為：A(轉/分)則 
V=(A2πr)/60   (m/s) 
ω=(A2π)/60   (rad/s)    
T=60/A (s) 
例 1：地球平均半徑 6.4x106m，求在赤道上地球自轉時角速度 ω

及線速度 V? 
 
 
 
 
例 2：轉數 n=600 轉/分，轉盤半徑 R=20cm，OA=20B，求 TA、

ωA、VA、TB、ωB、VB?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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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一節 勻速圓周運動 
教學目標 1.理解勻速圓周運動角速度、線速度、周期及轉速的概念；理解向

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人造衛星

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3：三個用皮帶相聯轉動輪 ABC(皮帶不打滑)A 為主輪 BC 為從

動輪，且 RA:RB:RC=1:2:1/2，若 ωA=5rad/s，求 nA、nA、nA? 
 
 
 
例 4：勻速圓周運動周期 T，轉動半徑為 R，求角速度 ω、線速度

和轉速 η? 
 
 
例 5：勻速轉動的轉盤轉速為 η，轉盤邊縁的線速度為 V，求轉盤

的周期 T 和半徑 R? 
 
 
 
例 6：互不打滑皮帶傳動裝置，三個位置 ABC 轉動半徑 R 之比為

1:2:3，求 ABC 三點角速度和線速度之比？ 
 
 
例 7：傳動裝置中 BC 兩輪同軸半徑 RA=2RB=RC，皮帶不打滑則

AC 兩點線速度之比為_______________； 
AC 兩點速度廃之比為_______________； 
BC 兩點向心加速度之比為____________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結 
 
論 

勻速圓周運動是勻速率圓周運動的簡稱，它是一種變速運動。轉

數 n 為：A(轉/分)則 V=(A2πr)/60   (m/s) 
ω=(A2π)/60   (rad/s)  T=60/A (s)  

學生聆聽

作

業 
第十一章練習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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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二節 向心力 向心加速度 
教學目標 1.理解向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

人造衛星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當物體做勻速圓周運動時需要向心力而物體做勻速圓周運 
動時速度大小不變，但方向改變，速度是矢量，速度方向變化仍 
是速度有變化，有變化就有加速度，這個加速度表示速度方向變 
化的快慢，那麼，勻速圓周運動的加速度是怎樣產生的? 

學生聆聽 
 
 
 

發 
 
 
 
 
 
 
 
 
 
 
 
 
 
 
 
 
 
 
展 
 

物體運動時的加速度是如何產生的?由合外力產生，根據牛頓定

律力是改變運動狀態的原因，即力是產生加速度的原因，那麼，

牛頓運動定律適用於直線運動也適合於曲線運動。由牛二定律 F
合=ma；由向心力公式 F 合=F 向=mω2r 
所以 a=F 合/m=mω2r/m=ω2r 而加速度方向如何? 
與合外力方向一致，即指向圓心，故名向心加速度 
向心加速度：表示速度方向變化的快慢 
大小：a=ω2r=V2r；方向：始終指向圓心 
向心力和向心加速度的公式是從勻速圓周運動得出的，但也適用

於一般的圓周運動，一般圓周運動速度大小有變化向心力和向心

加速度的大小也隨著變化，利用公式求物體在圓周某一位置時的

向心力和向心加速度的大小，必須用該點的速度暽時值。 
例 1：一列火車質量 500T，轉彎時沿圓弧形軌道前進，圓弧半

徑 375m，通過彎道時車速 54km/h，車所需向心力多大及

向心加速度? 
解：車轉彎時的圓周運動無論是否速度都可用公式求出轉 

彎時的向心力和加速度 
   向心加速度 

向心力 
 
 
注：向心力實際上並不是以一個外力形式存在，其是由某一個或

以上的力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一個指向圓心的力。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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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二節 向心力 向心加速度 
教學目標 1.理解向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

人造衛星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2：車 V=36km/h，R=20m，m=2T，求車經 AB 兩地時對地面

壓力?車安全經過 A 地求 Vmax? 
 
 
 
 
 
例 3：勻速圓周運動的質點，質量為 m，轉動半徑為 R，角速度

為 ω，求該質點向心力和向心加速度? 
 
 
例 4：勻速轉動的轉盤上 AB 兩點的轉動半徑之比 1:3，求 AB

兩點的向心加速度之比? 
 
 
例 5：質量 1kg 的車以速度 m/s，經過半徑 5m 的拱形橋面，求

車過穚時向心力及對穚面壓力和車能安全過橋面的最大

速度?(AB 班做) 
 
 
 
 
例 6：甲乙兩物都做勻速圓周運動，甲的質量是乙 2 倍，甲速率

是乙 8 倍，甲旋轉半徑是乙 4 倍，那甲向心加速度是乙____
倍，甲受向心力是乙___倍。 

例 7：半徑為 R 的彎道，若路面對車輪的最大摩擦力為車重 μ
倍，求車能轉彎的最大速度?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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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二節 向心力 向心加速度 
教學目標 1.理解向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人

造衛星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8：勻速圓周運動的質點，若轉動半徑不變，當速度 V 變為原

來 4 倍時，向心力增加 60N，求質點原來向心力? 
 
 
例 9：地球半徑 6400Km 當自轉時，在北緯 40 度的線速度和向心

加速度? 
 
 
 
例 10：一水流星運動繩長 0.5m，水的質量 1kg，求若水流不出過

最高點時臨界速度?當以速度 V 通過最低點時求此時水對

桶底壓力? 
 
 
 
例 11：如圖理想過山車模型，圓形軌道半徑 R，求若要通過圓形

軌道最高點，H 最小要多高? 
 
 
 
例 12：質量 2kg 的物體在半徑 2m 圓周上做勻速圓周運動線速度

2m/s，物旋轉時向心加速度為何?向心力何? 
 
 
 
例 13：輕質繩長 10m，一端系質量 0.5kg 的球，若球在豎直平面

作圓周運動通過最高點時線速度 5m/s，求輕繩對球拉力?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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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二節 向心力 向心加速度 
教學目標 1.理解向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

人造衛星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14：用長 1m 的輕質繩系質量 0.1kg 球作� 錐運動張角 θ，

求輕繩拉力和球轉動時線速度及證明對於圓錐擺運動

有 ω=√g/LCOSθ 
 
 
 
例 15：火車轉彎處半徑 10m，軌道寬 0.1m，內外高度差為

0.1m，若要求火車轉彎時不擠壓路軌兩側，求火車轉

彎時速度? 
 
 
例 16：輕杆長 0.5m，一端系有質量 0.5kg 球，當杆以 ω在豎

直平面上勻速轉動，求球經最高點和最低點杆對球作

用力? 
 
 
 
例 17：ma=mb=0.5kg,輕繩長 a=b=L=0.1m,求當轉盤以 ω繞圓

心 0 轉動時 a 和 b 拉力?(忽略摩擦) 
 
 
 
例 18：半球光滑殼半徑 20m 球 1kg 繞球殼勻速轉動

ω=100rad/min，求球離殼底部的高度? 
 
 
例 19：光滑斜面傾角 θ 用長 L 輕繩系質量 m 的球在斜面作

勻速圓周運動周期 T，求球經最低時繩對球拉力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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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三節 萬有引力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向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

人造衛星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引 
 
 
入 

前面已學有關圓周運動知識，知道做� 周運動的物都要一個向

心力而向心力是一種效果力，是由物體所受實際力的合力或分力

來提供，另外知月球是繞地球做圓周運動的，那麼月球估圓周運

動的向心力是由誰來提供的? 

學生聆聽

 
 
 

 
 
發 
 
 
 
 
 
 
 
 
 
 
 
 
 
 
 
 
 
 
展 
 

原來每一個物體之間具有引力，由於一般物體間這種引力很小，

所以要研究這種引力，只能從這種引力表現比較明顥的物體---天
體問題的引力入手，當時有一位天文學家開普勒通過觀測數據得

到一個規律：所有行星軌道半徑的 3 次方與運動周期的 2 次方之

比是一定值，即開昔勒第三定律用公式得 R3/T2=K，根據圓周運動

向心力關係 F=mRω2=4π2mR=用 R3/T2=K 代入得 
F=mRω2=mRω2=4π2mR/R3=4π2mK/R2 其中 m 為行星質量；R 為行

星軌道半徑；即太陽與行星距離。太陽對行星的引力正比於行星

的質量而反比於太陽與行量的距離的平方。F∞m/ R2 
而此時牛頓已經得到他的第三定律，即作用力等於反作用力，用

在這裡是行星對太陽也有引力，同時太陽也不是一個特殊物體，

它和行星之間的引力也應與太陽質量 M 成正比即 F∞mM/R2 用語

言表達：太陽與行星之間的引力與它們質量乘積成正比與它們距

離方成反比，這就是牛頓的萬有引力定律即 F=GmM/R2  (G 為常

數，叫萬有引力恒量，G=6.67x10-11N·m2/kg2     
天體質量計算 F 向心=F 萬；mRω2=4π2mR/T2=GmM/R2；M=4π2R3/GT2

萬有引力天文學應用---人造衛星 
F 向心=F 萬；mV2/R=GmM/R2；衛星運動速度 V=√GM/R 
當抛出物體沿曲線軌道抛出時，若初速度足夠大時物體總要落向 
地，總也落不到地面就成為地球衛星了。要使物體成為地球衛星

物需要一個最小發射速度，物以這個速度發射時能夠剛好貼著地

面繞地球飛行，此時重力提供向心力;即 mg=mV2/R 可以求出這個

小發射速度 V=√gR；g=9.8m/s2；R 地=6.4x106m∴V=7.9x103m/S 即

7.9km/s 這個速度稱為第一宇宙速度 
若物體發射速度更大達到或超過 11.2km/s 時，物體將能擺脫地球

引力束縛成為繞太陽運動的行星或飛到其他行星去。11.2km/s 這

個速度叫第二宇宙速度。若物發射速度再達或過 16.7km/s 物將能

擺脫太陽引力飛到太陽系，16.7km/s 叫第三宇宙速度。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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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三節 萬有引力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向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

人造衛星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例 1：兩艘巨輪質量 103T 和 2x103T，相距 10km，求兩輪間引力? 

 
 
 
例 2：太陽質量 2x1030kg，金星 4.89x1024kg，兩者平均距 1.08x1011m 

，求兩者引力? 
 
 
 

例 3：質量 1T 的人造衛星在 1600km 高空繞地球轉，求兩者引力? 
 
 
 
 
例 4：用人造衛星可測地球質量，周期 118min，軌道半徑 8000km

的衛星試計算地球質量? 
 
 
 
 
例 5：地球質量 6x1024kg，月球 7.35x1022kg，兩者距 3.8x105km，

求兩者引力? 
 
 
 
例 6：地球繞太陽公轉需時一年，地球與太陽相距 1.49x108km，

求太陽質量?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學生聆聽



高一物理 
物理 

2006/2007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09

 

年級 高一級 教材 人教版高級中學物理第一冊 課時 40 分鐘 
人數 55 人 教具 電腦 

第十一章 勻速圓周運動 第三節 萬有引力定律 
教學目標 1.理解向心力及向心加速度的概念；掌握萬有引力定律；了解有關

人造衛星的知識；知道宇宙速度會推導第一宇宙速度。 
教學過程 

老師 學生 
應 
 
 
 
用 

例 7：月球繞地球公轉需時 27.3 天，求兩者距離? 
 
 
 
 
例 8：水星繞太陽公轉需時 88 天，求兩者距離？ 
 
 

 
 

例 9：人造衛星離地 60km 做勻速圓周運動，求其周期? 
 
 
 
 
例 11：通訊衛星位於亦道上方相對地面靜止不動，如懸掛空中一

樣叫周步衛星，它的周期及高度和速率各是多少? 
 
 
 
 
例 12：地球質量 M，半徑 R，衛星離地高度 H 繞地球圓周運動，

求衛星運動的線速度和周期? 
 
 
 

學生聆聽

 
學生觀察

 
 
 
 
學生聆聽

 
 

結 
讑 

  
學生聆聽

作

業 
第十一章練習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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