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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本教學方案是按照本校的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大綱內容編寫，其中包括講

學章節共八章及相關練習。 

每章章節都附有練習題及例題，這些練習題及例題是我校初三物理奧林匹克

教學組根據“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及“金牌奧賽教材九年級物理”編輯

而成的，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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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講到光學時，本人就設計了一個實驗，在左右手各拿一支筆，

筆尖對筆尖用一隻眼睛，看能否準確地對接。結論是不能的，從而問學生為什麼

人要有兩只眼睛？做完這個實驗後，學生就能知道人為什麼要有兩只眼睛。這就

引起同學們的學習興趣了，就會想法要知道內裡原因!通過這樣的例子來引起學

生的學習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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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試教評估試教評估試教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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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基礎上八年前本人就開始做這相關的

軟件設計工作。 

今年是本人第八年設計這個軟件教案，目的是想與上七年（初二、初三、高

一、高二、高三）的物理教案相連貫。目標是建立一個系統的中學物理教件及中

學奧林匹克物理教件，前一部分中學物理教件本人已完成中學整個階段的教案，

後一部分也會用五年時間來完成。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本系列教案已用了八個學

年，效果相對明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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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講到光學時，本人就設計了一個實驗，在左右手各拿一支筆，筆尖

對筆尖用一隻眼睛，看能否準確地對接。結論是不能的，從而問學生為什麼人要

有兩只眼睛？做完這個實驗後，學生就能知道人為什麼要有兩只眼睛。這就引起

同學們的學習興趣了，就會想法要知道內裡原因!通過這樣的例子來引起學生的

學習情緒。又例如講到電學時，本人就會帶學生到通訊博物館參觀及做實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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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個是範德格拉夫起電機，當學生將手放到金屬殼表面時，其頭髮就會豎起，

學生看見了這現象都被吸引了，都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這時老師就解釋給他們

聽，這是噴電針尖跟高壓電源的正極相連，利用尖端放電的原理，不斷地把正電

荷噴到由絕縁材料製成的傳送帶上。又例如，講到靜電時，有一個實驗既是有趣

又簡單的，那就是讓學生自己找一些材料經摩擦後能吸引紙碎的，然後進行比賽

看一分鐘內誰的設計能吸引最多的紙碎，通過這個實驗學生學會了哪些材料容易

產生靜電，因為這是學生自己找到的材料，所以對這一單元更加瞭解。另外一個

實驗是用一個電芯及一個小燈泡不用電線，小燈泡直接放在電芯上就能發光，學

生會很疑惑為何不需要電線連接就可以發光，這就引起學生去探索求知。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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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編者也想通過簡易的方法來達致教授高深的奧林匹克物理題目，令學生

在愉快中學習奧物，理解其中的奧秘，也從沽燥的機械式訓練中得到解放。從“要

我學”過渡到“我要學”，這是編者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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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使用方法：：：： 

本作品共有八個章節，是利用 powerpoint及動畫或網絡連接等而形成的教案

資料。 

首先要在放映的電腦中安裝好 Realplayer或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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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下劃線連接，只要點播這些鍵鈕就可

以在相關頁數中來回轉換。 

 

建議與反思建議與反思建議與反思建議與反思：：：： 

先瀏覽運行一次，把動畫完整播放一次，動畫中有不少教學內容，熟悉如何

根據動畫作出提示和解釋。推導探究的環節，如果覺得難操作，可以省去推導過

程，改為直接給出結果。這些內容一般是比較重要和解題經常用到的知識。如果

內嵌的動畫不能運作，可以在 ppt 的同一檔匣中點擊檔播放動畫。 

雖然這一系列的教學課件設計已經有八年了，但是由於個人能力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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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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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年度上學期第一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上學期第一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上學期第一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上學期第一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 

 

 

 

周

次 

月  份 課

時 

章    節 創優 A 班 備註 

一 2/9 至 4/9 1 1.1杠杆  掌握杠杆的原理  

2 1.2滑輪  掌握滑輪的特點  

3 1.3輪軸  掌握輪軸的結構  

二 6/9 

至 

11/9 4 1.4斜面類機械 掌握斜面類機械的結構  

5 1.5例題解法指導 1 掌握  

6 1.5例題解法指導 2 掌握  

三 13/9 

至 

18/9 7 1.5例題解法指導 3 掌握  

8 1.5例題解法指導 4 掌握  

9 1.6奧賽訓練 1 掌握  

四 20/9至 25/9 

10 1.6奧賽訓練 2 掌握  

五 27/9至 30/9 11 1.6奧賽訓練 3 掌握  

12 1.6奧賽訓練 4 掌握  

13 1.6奧賽訓練 5 掌握  

六 4/10至 9/10 

14 2.1功的概念 理解  

15 2.2功率  掌握  

16 2.3功的原理 掌握  

七 11/10至 15/10 

17 2.4機械效率 掌握  

八 18/10至 19/10 18 2.5機械能 掌握  

19 2.6例題解法指導 1 熟練  

20 2.6例題解法指導 2 掌握  

九 25/10至 30/10 

21 2.6例題解法指導 3 熟練  

22 2.7奧賽訓練 1 掌握   

23 2.7奧賽訓練 2 熟練   

十 1/11至 6/11 

24 2.7奧賽訓練 3 掌握   

十

一 

 

8/11~13/11日 第一段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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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年度上學期第二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上學期第二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上學期第二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上學期第二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 

 

 

 

 

 

 

周次 月份  課時 章        節 創優 A 班 備註 

十二 15/11至 20/11 1 3.1熱膨脹 熱傳遞 掌握  

2 3.2物態變化 掌握  

3 3.3分子運動論 內能 熟練  

十三 22/11至 27/11 

 3.4例題解法指導 1 拓展  

4 3.4例題解法指導 2 熟練  

5 3.4例題解法指導 3 掌握  

十四 29/11至 4/12 

6 3.4例題解法指導 4 掌握  

7 3.5奧賽訓練 1 掌握  

8 3.5奧賽訓練 2   

十五 6/12至 11/12 

9 3.5奧賽訓練 3 掌握  

10 4.1簡單電現象 掌握  

11 4.2電路 掌握  

十六 13/12至 18/12 

12 4.3電路圖 掌握  

13 4.4例題解法指導 1 掌握  

14 4.4例題解法指導 2 熟練  

十八 27/12至 31/12 

15 4.4例題解法指導 3 掌握  

16 4.4例題解法指導 4 熟練  

17 4.5奧賽訓練 1 掌握  

十九 3/1至 8/1 

18 4.5奧賽訓練 2 掌握  

19 4.5奧賽訓練 3 掌握  廿 10/1至 15/1 

20 4.5奧賽訓練 4 熟練  

廿一 17/1至 22/1日    第二段 考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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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年度下學期第三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下學期第三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下學期第三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下學期第三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 

 

 

 

 

 

 

 

 

 

周次 月份  課時 章        節 創優 A 班 備註 

1 5.1電流 掌握  

2 5.2電壓 

一 14/2至 19/2 

3 5.3電阻 

掌握  

4 5.4例題解法指導 1 

5 5.4例題解法指導 2 

掌握  二 21/2至 26/2 

6 5.4例題解法指導 3 掌握  

7 5.4例題解法指導 4 掌握  

8 5.5奧賽訓練 1 掌握  

三 28/2至 5/3 

9 5.5奧賽訓練 2 掌握  

10 5.5奧賽訓練 3 掌握  

11 5.5奧賽訓練 4 掌握  

四 7/3至 12/3 

12 5.5奧賽訓練 5 掌握  

13 6.1歐姆定律 掌握  

14 6.2串聯電路和並聯電路規律 掌握  

五 14/3至 19/3 

15 6.3例題解法指導 1 掌握  

16 6.3例題解法指導 2 掌握  

17 6.3例題解法指導 3 掌握  

六 21/3至 26/3 

18 6.3例題解法指導 4 掌握  

19 6.4奧賽訓練 1 掌握  

20 6.4奧賽訓練 2 掌握  

七 28/3至 2/4 

21 6.4奧賽訓練 3 掌握  

22 6.4奧賽訓練 4 掌握  八 6/4至 9/4 

23 6.4奧賽訓練 5 掌握  

九 第三考試  11/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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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年度下學期第四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下學期第四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下學期第四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年度下學期第四段初三物理奧林匹克教學進度表 

 

 

 

 

 

 

周次 月份  課時 章        節 創優 A 班 備註 

1 7.1電功 掌握  

2 7.2電功率 掌握  

十 18/4至 23/4 

3 7.3焦耳定律 拓展  

4 7.4家庭電路 掌握  十一 25/4至 30/4 

5 7.5例題解法指導 1 掌握  

6 7.5例題解法指導 2 掌握  十二 2/5至 7/5 

7 7.5例題解法指導 3 掌握  

8 7.5例題解法指導 4 掌握  

9 7.6奧賽訓練 1 掌握  

十三 9/5至 14/5 

10 7.6奧賽訓練 2 掌握  

11 7.6奧賽訓練 3 拓展  

12 8.1簡單磁現象 掌握  

十四 16/5至 21/5 

13 8.2磁場 掌握  

14 8.3磁場對電流作用 掌握  

15 8.4電磁感應 拓展  

十五 23/5至 28/5 

16 8.5例題解法指導 1 掌握  

17 8.5例題解法指導 2 掌握  

18 8.5例題解法指導 3 掌握  

十六 30/5至 4/6 

19 8.5例題解法指導 4 拓展  

20 8.6奧賽訓練 1 掌握  

21 8.6奧賽訓練 2 掌握  

十七 6/6至 11/6 

22 8.6奧賽訓練 3 掌握  

十八 考試 13/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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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一節 槓桿 

教學目標  1.知道什麼是槓桿。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槓桿的定義：在力的作用下，能夠繞固定點轉動的一根硬棒即為

槓桿。如圖１－１所示。 

學生思考 

發

展 

 

所謂“硬棒”是指在力的作用下，槓桿基本上不發生形變。槓桿的

形狀多種多樣， 可以是直的， 也可以是彎的。如釣竿、剪刀、

鑷子、桿秤、天平等。槓桿的固定點可在棒的兩端點間，也可在

棒的一端。另外，槓桿的固定點並不是非一定不動，例如：使用

鐡鍬時，固定點是可動的，但是它的可動並不影響槓桿繞轉動時

的固定。 

學生聆聽 

應

用 

槓桿各部分的名稱三點：如圖１－１所示，支點ｏ、動力作用點

Ａ及阻力作用點Ｂ。二力：如圖１－１所示，動力Ｆ１和阻力Ｆ

２。兩臂：如圖１－１所示，動力臂Ｌ１和阻力臂Ｌ２。力臂是

指從支點到力的作用線的垂直距離，而不是支點到作用點的距

離，也就是說力臂是“點與線”間的距離。動力和阻力是相對的，

如用槓秤稱物件時，就無法確定哪個力為動力，哪個力為阻力，

此時我們可以人為規定。槓桿平衡條件：動力ｘ動力臂＝阻力ｘ

阻力臂或用字母表示：Ｆ１ｘＬ１＝Ｆ２ｘＬ２或Ｆ１／Ｆ２＝

Ｌ２／Ｌ１上式表明：要想使槓桿平衡，作用在槓桿上的兩個力

大小和它們的力臂成反比。即動力臂是阻力臂的幾倍，動力就是

阻力的幾分之一。 

學生觀察 

結

論 

我們可以用力矩的概念表示槓桿的平衡條件，即力矩就是力和力

臂的乘積，動力和動力臂的乘積叫動力矩，阻力和阻力臂的乘積

叫阻力矩，那麽槓桿平衡絛件可簡述為：動力矩＝阻力矩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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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一節 槓桿  

教學目標  1. 知道什麼是槓桿。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如果規定：使槓桿逆時針轉動的力矩規定為正力矩，使槓桿順時針

轉動的力矩規定為負力矩，那麼槓桿平衡條件可寫為：正力矩和＝

負力矩和或者說成是作用於槓桿上的力矩的代數和等於０。 

學生思考 

發

展 

力矩Ｍ＝ＦｘＬ跟Ｗ＝ＦｘＳ，從形式上看很相似，但它們物理意

義不同。力矩反映的是力對物體轉動產生的效果，而功反映的是物

體具有能。不能將力矩的單位“牛頓．米”讀作“焦耳”，因為力臂不

是在力的方向上通過的距離，力臂和力的作用線垂直，力乘以力臂

沒有功的意義。槓桿應用分類：１） 省力槓桿：動力臂大於阻力

臂。省力，但費距離。如鉗子、起子、撬棒等。２） 費力槓桿：

動力臂小於阻力臂。費力，但省距離。如理髮剪刀、鑷子、釣魚竿。

３） 等臂槓桿：動力臂等於阻力臂。既不省力，也不省距離。如

天平。上面提到的距離指的是力的作用點沿力的方向移動的距離，

而不是力臂。據功的原理可知：既省力，又省距離的槓桿是不存在

的。 

學生聆聽 

應

用 

 

學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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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二節 滑輪  

教學目標 
 1. 知道何謂滑輪；2. 知道定滑輪和動滑輪。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滑輪：周邊有槽，可繞著裝在框子裡的軸轉動的圓輪即為滑輪。

定滑輪：軸固定不動的輪子。定滑輪實際上是等臂槓桿，即動力

臂等於阻力臂，如圖１－２所示。 

學生聆聽 

發

展 

 
作用：不省力，可以改變力的方向。動滑輪：軸隨物體一起移動

的滑輪。動滑輪實際上是動力臂等於阻力臂二倍的槓桿，可以省

一半力。如圖１－３所示。 

作用：可省一半力，但不可以改變力的方向。判斷滑輪種類方法：

如果軸隨物體一起移動即為動滑輪，如果軸固定不動則為定滑輪。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應

用 

滑輪組：將動滑輪和定滑輪組合在一起即

為滑輪組。 

作用： 可以省力，又可以改變力的方向。

計算動力的方法：判斷滑輪組省力情況，

關鍵是知道承擔動滑輪的繩子的股數。這

就是以動滑輪為研究對象，分析動滑輪受

力情況即可。例如圖１－４所示的滑輪組

勻速提升重為Ｇ的物體。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初三物理奧林匹克 
物理 

2011/2012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13 

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二節 滑輪 

教學目標 
 1.知道何謂滑輪；2.知道定滑輪和動滑輪。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應

用 

為正確分析清楚動滑輪受力情況，將動滑輪從其他物體隔離出來，

分析其他物體對它的施力情況，這種方法叫隔離法。利用圖１－４

將物體勻速提起，動滑輪受力情況如圖１－５所示， 向上的力為５

Ｆ， 因為同一根繩子受力情況相同， 向下的力有：輪重Ｇ輪，物重

Ｇ物。據動滑輪勻速上升時合力為０， 

則：５Ｆ＝Ｇ輪＋Ｇ物， 所以Ｆ＝（Ｇ輪＋Ｇ物）／５， 若不計輪重，

則Ｆ＝Ｇ輪／５。 

改變繩子繞法如圖１－６所示，則動滑輪受力情況如圖１－７所

示，動滑輪和物重只有四段繩子承擔，則４Ｆ＝Ｇ輪＋Ｇ輪，即：Ｆ

＝（Ｇ輪＋Ｇ物）／４，若不計輪重，則：Ｆ＝Ｇ物／４。 

可見，動滑輪和物重有幾股繩子來承擔，則提起物重所用力就是總

重幾分之一。即Ｆ＝１／ｎ 其中ｎ為承擔動滑輪和物重的繩子的股

數。如果物體上升高度為ｈ，則動力作用點移動的距離為Ｓ＝ｎｈ。

從上例可以看出，同樣滑輪裝置，如果繞線方法不同，則省力情況

也不相同。如果先將繩頭系到定滑輪上，則所用力為總重力的偶數

分之一，如圖１－６。如果繞繩時，將繩頭系到動滑輪上，則所用

力為重力的奇數分之一。如圖１－４。這種方法簡稱為“奇動偶定”。

這種方法並非對任意滑輪裝置都適用， 但對上面類似裝置，據要求

繞繩時很有用。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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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三節 輪軸 

教學目標 
１．知道何謂輪軸；２．知道斜面類機械。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輪軸的概念：由輪和軸組成，能繞著共同軸線旋轉的簡單機械。如

單車的飛輪和後輪，腳蹬和大齒輪等。 

學生聆聽 

發

展 

輪軸實際上是一個連續旋轉的槓桿，如圖１－８所示，半徑Ｒ為動

力臂，ｒ為阻力臂。輪軸平衡條件：由槓桿平衡條件可得：Ｆ１ｘ

Ｒ＝Ｆ２ｘｒ或Ｆ１＝ｒＦ２／Ｒ  

可見使用輪軸時，如果動力作用在輪上，

一定省力，且輪的半徑為軸半徑的幾倍，

作用在輪上力就是阻力的幾分之一。斜

面：斜面是一種常見的簡單機械。如不計

摩擦，根據功的原理，斜面長Ｌ是斜面高

ｈ的幾倍，勻速將物體沿斜面推上所用力

Ｆ就是物重Ｇ的幾分之一，即Ｆ＝Ｇｘｈ

／Ｌ利用斜面可以省力。同樣高的斜面， 

斜面越多越省力， 但要多移動距離。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應

用 

螺旋：是斜面一種變形，實際上就是繞在圓柱體上的斜面。如圖１

－９所示的千斤頂就是螺旋。利用功的原理分析使用螺旋省力情

況，螺旋的螺距為ｄ，物重為Ｇ，手柄末端到螺旋軸線距離為Ｌ，

作用在手柄末端力為Ｆ，當螺旋旋轉一周時，動力Ｆ對螺旋做功是

Ｆｘ２πＬ，因為螺旋轉一周， 重物被舉高一個螺距ｄ， 所以螺旋

轉一周對重物做功是Ｇｘｄ，據功的原理： 

Ｆｘ２πＬ＝Ｇｘｄ或 

Ｆ＝ｄｘＧ／２πＬ  

由於ｄ總比２πＬ小很多， 

所以Ｆ比Ｇ小很多。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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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1. 下列說法正確的是 

A.使用動滑輪總可以省一半力 

B.如果承擔動滑輪繩子股數為n，則能省力1/n.G  

C.使用動滑輪，有可能拉繩子所用力大於被拉物體的重力 

D.槓桿的秤砣上沾一些泥，稱得物體質量偏大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發

展 

[分析]使用動滑輪省一半力是有條件的。只有

當拉力豎直向上時才成立。如圖1-10 所示，當

拉力F 斜向上且與豎直成一角度時，懸繩也與

豎直方向偏離相同夾角。此時動力、阻力的力

臂如圖1-10 所示， 當拉著滑輪勻速上升時， 

則滿足FxL1=GxL2，而L2=1/2OA， L1<OA，

所以F>1/2G。使用動滑輪不僅不一定省一半

力， 而且有可能拉力大於物重。如果讓拉力F 

偏離豎直方向夾角接近900 時。則滑輪受三個

力作用，如圖1-11 所示，兩繩拉力F，物重G。

受力平衡時兩繩拉力F 合力等於物重G，這種

情況下分力F 大於合力G， A 錯，C 對。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2. 已知物理天平橫樑上左右兩端刀口間距為40 釐米，遊碼刻

度線總長為30 釐米，刻度範圍為0~1 克，如圖1-12 所示，則遊

碼質量是多少克? [分析]天平實際上就是一個等臂槓桿，支點位於

O 點，當遊碼位於零刻度線A 點時，天平平衡，現將遊碼由A 點

移到最大刻度處B 點，左邊力矩減少30m 克.釐米(m 為遊碼的質

量)。天平失去平衡。要想恢復天平平衡，需要將質量為１克的物

體放入天平左盤，這樣左邊的力矩又增加了２０克．釐米。所以

天平又恢復平衡，則增加力矩應等於減少的力矩。解：設在左盤

放入１克物體，則遊碼由Ａ移到Ｂ，

對於左邊而言增加力矩等於減少力

矩，所以：３０．ｍ＝２０解得：ｍ

＝２／３克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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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3.有一塊半徑Ｒ＝４０釐米的均勻薄圓板，現在從圓板上挖出

一個半徑ｒ＝２０釐米的內切薄圓板，如圖１－１３所示，求剩

餘部分的重心與大圓心的距離。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因為是均勻圓板， 剩餘部分關於Ｏ

Ｏ１對稱， 所以剩餘部分重心一定在⊙Ｏ１

上。將挖掉的那塊圓板補上， 以Ｏ為支點， 則

可將此問題轉化為槓桿平衡的問題， 此時圓

板平衡， 即剩餘部分產生力矩應該等於挖出

那部分產生的力矩， 這樣據槓桿平衡條件就

可求出重心位置。解：設圓板總質量為ｍ，因為圓板均勻，所以

ｍ挖＝1/4．ｍ，ｍ剩＝3/4．ｍ。設剩餘部分重心在Ｏ2 點，且⊙Ｏ

2=d，據槓桿平衡條件：1/4m.r=3/4m.d 解得：d=20/3=6.67釐米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4.有四塊完全相同的磚，長均為L， 建築工人將它們按圖1-14 所

示的方式疊放，使每塊磚壓著下面的磚並伸卞一部分，求磚能伸

出水平面的最大長度。 [分析]磚能伸出水平面最大長度應該是各

磚伸出最大長度的和。每塊磚均可當作槓桿， 支點分別在O1、O2、

O3、O4。各磚能伸出的最大長度就是各磚恰好平衡時露出支撐面

的長度。根據槓桿平衡條件就可以求出各磚伸出的最大長度。 解： 

根據槓桿的平衡條件， 要想第一塊磚在第二塊磚上恰好能平衡，

第一塊磚的重力作用線應通過支點O1、所以第一塊伸出的最大長

度d1=1/2L。 以第一、二塊磚研究對象，設第二塊磚伸出的最大長

度為d2， 則第一塊磚關於支點O2 的力臂d2。要第二塊磚恰不翻倒， 

則第一塊 磚關於O2 產生力矩等第二塊磚關於O2 產 生力矩，即

G1d2=G2(L/2-d2)，得出d2=L/4。求第三塊磚伸出最大長度， 可將第

一、二塊磚當一個整體，合重力作用線通

過O2， 要第三塊磚恰不翻倒， 第三磚O3 產

生力矩應等第一、二關於O3 產生的力矩 

(G1+G2)d3=G3(L/2-d3)， 得d3=L/6。同理(G1+G2+ 

G3).d4=G4(L/2-d4)，解得d4=L/8。由此可得，

磚能伸出桌面最大長度是：

d=d1+d2+d3+d4=25L/24。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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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5.輕質槓桿兩端分別掛重為G1 和G2 的兩個實心金屬球A 和

B，已知ρA>ρB， 槓桿原來處於平衡狀態。如果現在將它們同時

浸沒於酒精中，則槓桿還能平衡嗎?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所謂“輕質”槓桿，即不計槓桿質量。要判斷兩球浸入酒

精後，槓桿是否平衡，需判斷浸沒後左右兩邊產生力矩是否相等。

當球浸入酒精後，球對桿的拉力等於球的重力減去球受到的浮

力。解： 設Ａ 、Ｂ兩球對應力臂分別為L1 和L2，如圖1-15 所

示。因為槓桿原來平衡，所以據槓桿平衡條件： G1．L1=G2．L2。

浸入酒精後， 左邊A 球產生力矩為：  

MA=(G1-F 浮1)L1=(G1-ρ酒g．G1/ρAg)．L1 

=G1．(1-ρ酒/ρA)L1  

MB=(G2-F 浮2)L2=(G2-ρ酒g．G2/ρBg)．L2 

=G2．(1-ρ酒/ρB)L2  

∵ρA>ρB∴ρ酒/ρA<ρ酒/ρB∴1-ρ酒/ρA>1-ρ酒/ρB∴MA>MB。  

由以上分析可知： 兩球浸沒於酒精後， 槓桿不再平衡， 向A 球

傾斜。若ρA=ρB，則兩球浸沒於酒精後，力矩仍相等，槓桿仍

將保持平衡。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6.將粗細均勻的直角形彎角尺A 端用細繩懸掛在天花板上， 靜

止時，AB 段沿與豎直方向成450 角，如圖1-16 所示，求AB 和

BC 段的長度之比。 

[分析]將彎角尺ABC 當作一個槓桿， 支

點位於A 點。槓桿在AB 和BC 重力產生

的力矩處於平衡狀態，根據槓桿平衡條件

即可求解。解：既然彎角尺均勻，所以設

單位長尺子重為G0，AB 長為x1，BC 長

為x2，則AB 重G1= x1G0，BC 重G2= x2G0，

由幾何知識知：L1=AO1．Sin450=√2x1/4 

L2=O2F-AD=BO2．Sin450－AB．Sin450=√2x2/4-√2x1/2 由槓桿平衡

條件：G1L1=G2L2 化簡得：x1 2+2x1x2-x2 2=0 等式兩邊同除以x2 2：

(x1/x2)2+2x1/x2-1=0 解得：x1/x2=√2-1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初三物理奧林匹克 
物理 

2011/2012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18 

 

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7.有一位賣西瓜的人， 他使用的吊盤式桿秤量程為10 千克。

現在他要稱一質量超過10 千克的西瓜， 他採用這樣的方法： 他

從隔壁商販那裡找到一個和原秤砣完全相同的秤砣，將它和原秤

砣結合在一起，先去稱一個較小西瓜，稱得為2 千克，再用單秤

砣稱得為5 千克，接著再用雙秤砣稱得這個大西瓜為8 千克，從

而斷定這個西瓜質量為17 千克，試說明原理?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桿秤實際上就是一個槓桿，支點位於提處，根平衡條件，

在使用吊盤式槓秤稱東西， 當桿秤平衡時， 稱砣產生的力矩應

等於貨物和桿秤產生的力矩的和。解：如圖1-17 所示的是一個桿

秤，O 為提點，設懸掛點A 到O 距離為L1， 零刻度C 到O 距離

為L0， 桿秤上每千克刻度長為L2， 秤砣質量為m0，秤桿和秤盤重

為G，對提點C 的力臂為L0。 當桿秤不稱東西，秤砣位於零刻度

C 時，桿秤平衡，所以  

GL= m0gL0-----1  

當桿秤稱質量為m，桿秤平衡，應有 

 m0g(L0+mL2)=mgL1+GL-------2  

兩式得L1=m0L2 --------3  

當用雙秤砣稱m 物質，平衡時，設讀數為m1，得 

2m0g(L0+m1L2)=GL+mgL1 ------4 

1代4得m0gL0+2m0m1gL2=mgL1 --------5  

3代5得m0gL0+2m1L1g=mgL1  

即2m1=m-m0L0/L1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應

用 

單砣法得結果與雙砣法稱得

結果差值為：△m=m- 2m1 

=m-m+m0L0/L1 = m0L0/L1 可見

此差值與待測物體質量無

關，此差值只取決於槓秤本身

的一些條件。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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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8.如圖1-18 所示的滑輪組下端懸掛一個吊籃， 吊籃上站一人， 

人用手拉著繩子的一端，設人重為G 人，吊籃重為G 籃，問1.)要保

持平衡，G 人和G 籃間必須滿足什麼關係?     2.) 若要使人對吊

籃壓力為體重的三分之一，G 人和G 籃間應滿足何種關係?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如果人的體重較小，吊籃將拉著人上升，吊籃和人不能保持

平衡， 如果人的體重大於某個數值， 人和吊籃將會保持平衡。

據動滑輪和定滑輪特點， 對人和吊籃分別進行受力分析， 列出

平衡方程，即可找出G 人和G 籃間的關係。 

解：1.)以人為研究對象，人受力如圖1-19，人的重力，吊籃支援

力N，繩的拉力T。據平衡條件：G人=N+T--------1  

再以吊籃為研究對象， 其受力如圖1-20 所示， 共受三力： 重

力、人對吊籃壓力N1、繩拉力2T，因平衡，所以： 

N1+G 籃=2T----------------------------------------------2  

將1代2得：N1+G 籃=2G 人-2N  

因N1=N  

所以2G 人-G 籃=3N 因N≧0 所以2G 人-G 籃≧0---------3  

所以G人≧1/2G 籃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應

用 

2.)要想使人對吊籃壓力為體重三之一，  

即N=1/3G人，將它代入3  

得： 2G 人-G 籃=G 人  

解得：G人=1/3G 籃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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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9.如圖1-21 所示，河底沉有一體積為0.5 米3 的圓筒，將繩子一

端系在河堤上，使繩子繞過圓筒，用手拉著繩子自由端，使圓筒

沿河床滾動上升，人用的拉力為250 牛頓，河床坡度傾角為300，

機械效率為40%，求圓筒的質量為多少?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本題是一道組合機械的題目，本題中的組合機械由動滑輪

和斜面組成。將圓筒沿斜面滾上，有用功應為W 有功=(G-F 浮)h， 而

不是W 有功=Gh，總功為W總=FS 拉，據機械效率即可求解。解：設

圓筒沿斜面滾上距離為S，因為圓筒可當作

動滑輪，則拉力 移動距離S拉應於圓筒上升

的高度h 是圓筒沿斜面滾上距離的二分之

一。由機械效率定義η=W 有/W 總=(mg-F 

浮)h/FS 拉=(mg-ρ水gV 筒)h/F2S  

所以m=(4Fη+ρ水gV 筒)/g 解得：m=540 千克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10.如圖1-22 所示的是一個蓄水池，水源A 罐的液面高度h1 保持 

不變， 罐底有一個出水口， 面積為S1， 孔下通過一個橫截面積

為S2 的活塞與槓桿BC 相連。槓桿可繞B 端上下轉動， 另一端有

一中空的圓柱形浮子， 橫截面積為S3，BO 槓桿總長的1/3，原設

計當槓桿水準時， 浮子浸入水池為h2， 活塞恰好能堵住出水口， 

但在使用時發現， 活塞離出水口尚有極小一段距離時，浮子便不

再上浮， 此時浮子沒入水深為h3， 為使活塞自動堵住出水口，

只得將浮子減重。求應減去重G1 的大小。 [分析]槓桿支點為B， 浮

子對槓桿向上的力為-G+F浮，其中G 為浮力重力，F浮為浮子受到

浮力，槓桿受到另一力等於A 罐水的壓力。將浮子減重後， 浮

子浸入深度變為h2， 浮子上升的高度為h3-h2， 據槓桿特點，活塞

上升的高度為(h3-h2)/3 。解：設槓桿長為L，浮子減重為G1，浮子

減重前，槓桿平衡時，由槓桿平衡條件得：P．S2．L/3=(-G+F 浮)L 

ρ水g[h1+(h3-h2)/3]S2L/3=(-G+ρ水gS3h3)L---1  

浮力減重後， 槓桿平衡時， 由平衡條件

時：P1S2L/3=[F 浮-(G-G1)]L  

ρ水gh1S2L/3=ρ水gh2S3-G+G1)L----2  

1代2消去G得G1=1/3Lρ水

g[S1h1+3S3(h3-h2)-S2(h1+(h3-h2)/3)]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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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五節 奧林匹克練習 

教學目標  1.學會解題能力。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列車上出售食品的手推車， 如圖1-23 所示， 當推著車時， 前

輪遇到障礙物Ａ，服務員向下按扶把，將手推車當成槓桿，支點

為＿＿＿＿＿＿，當後輪遇到障礙物Ａ時，人向上提扶把，這時

支點為＿＿＿＿，此時手推車是＿＿＿＿＿槓桿。 

學生思考 

發

展 

 

 

 

 

 

 

2.商店裡常用的臺秤的秤砣如圖1-24 所示， 它本身質量與所標的

２千克相比一定＿＿＿＿（填較大、較小或相等）。 
學生思考 

應

用 

3.如圖1-25 所示的桿秤，Ａ、Ｂ是兩個提把，如果將提把Ａ用一

段 粗銅絲替代，那麼使用提把＿＿＿＿稱量物體質量將不準確使

用 它提稱物體質量將比實際質量＿＿＿（填偏大、偏小）。  

4.如圖1-26 所示，一個均勻的圓木重為Ｇ，底面半徑為ｒ，高為

ｈ （２ｒ＜ｈ）， 現要把圓木的ｃ點稍搬離地面， 至少要在圓

木上施加 的力是＿＿＿＿＿。  

 

 

 

 

 

 

 

5.如圖1-27，鐵棒Ａ端用光滑軸固定在汽車尾部，另一端Ｂ用放在

水準粗糙地面上，汽車靜止時，鐵棒Ｂ端對地面壓力為Ｎ，汽車

行駛過程中， 鐵棒Ｂ端對地面壓力為Ｎ1， 則Ｎ＿＿＿Ｎ1（填＞、

＝或＜）。 

學生思考學

生思考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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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五節 奧林匹克練習 

教學目標  1.學會解題能力。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6.如圖1-28 所示，B 重40 牛頓，A 部分浸入容器內水中， 整個

裝置處於平衡， 臺秤示數較A 物體浸入前增加60 牛頓， 那麼

Ａ重為＿＿＿＿牛頓。 

學生思考 

發

展 

 

 

 

 

 

7.在圖中，AB、CD分別表示質量均勻、形狀相同的兩塊長方形木 

板，它們的重均為L 分別可繞各自的支點O1、O2 由由轉動，且

AO1：O1B=CO2：O2D=2：1，現將一根每節重為P，長度超過L 的

鏈條MN 懸掛在兩板的B 端和D 端，當兩板的B、D兩端相距 L/2 

時， 兩木板恰好保持平衡，則該鏈共有＿＿＿節組成。若將兩 木

板距離增大為L 時，AB 板將________(填： “繞O1 順時針轉動”、

“仍保持水準平衡”或“繞O1 逆時針轉動”）。 

學生思考 

應

用 

8.如圖1-30 所示，有一標準桿秤，斷了一小截，若用它稱量物體，

則稱得質量將會偏＿＿＿＿（填“大”或“小”） 

 

 

 

 

 

 

9.如圖1-31 所示，O 為支點，為提高重物G，用一個跟槓桿保持

垂直的力F 使槓桿由豎直位置轉到水準位置， 在這個過程中---[ ]   

A. 槓桿始終是省力的         B. 槓桿始終是費力的   

C. 先是省力，後是費力的     D. 先是費力，後是省力的 

10.為了避免秤桿損壞，制秤時在秤桿兩端各包上質量相等或相近

兩塊小銅片，現在桿秤一端銅片脫落丟失，為不影響準確性，把

另一端的銅片也取下來，用這樣桿秤稱量，結果將----------[ ]    

A.比實際質量大 B.比實際質量小C.不論銅片質量是否相等，都可

恢復秤的準確性 D.只有銅片質量完全相等，才能恢復秤的準確性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初三物理奧林匹克 
物理 

2011/2012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23 

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五節 奧林匹克練習 

教學目標  1.學會解題能力。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1. 差動滑輪裝置如圖1-32 所示， 兩個連在一起的定滑輪同軸轉

動，繩在滑輪上不滑動，設拉力為F，重物重為G，大定滑輪半徑

為R，小定滑輪半徑為ｒ該裝置機械效率為η，則F-------[ ] 

A.F=Gr/(ηR)  

B.F=Gr/(2ηR)  

C.F=G(R-r)/(ηR)  

D.F=G(R-r)/(2ηR)  

學生思考 

發

展 

12.如圖1-33 所示，已知AO>BO，F1、F2 的大小及方向都不變，

如將它們的作用點同時向支點O 移動相同的距離，則槓桿將---[ ] 

A.B 端下沉  

B.A 端下沉  

C .仍平衡  

D .無法判斷  

13.在上題中， 如果保持兩個力的力臂不變， 兩個力F1、F2 同時

減少相同的力，則槓桿將-----------------------------------------[ ] 

A.B 端下沉   B.A 端下沉   C .仍平衡   D .無法判斷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14.如圖1-34 所示， 質量為M 的人兩手各拿一質量為m 的球， 

單腳站在左盤中，槓桿恰好平衡，若他將手向左端水準伸出，則

槓桿將----------------------------------------------------------------------[ ]   

A. 順時針轉動               B. 逆時針轉動   

C. 仍然平衡                 D. 無法判斷 

15.一根均勻直尺可繞中點O 自由轉動，直尺上有三隻垂直而立的

蠟燭A、B、C，它們粗細材料都相同，但長度不同，其中LA=LB= 

1/2LC，如圖1-35 所示， 當它們在點燃情況下， 且燃燒速度相同，

如果在點燃前直尺平衡，那麼點燃

過程中直尺將----------[ ]    

A. 逆時針轉動 

B.順時針轉動 

C.始終平衡 

D.無法判斷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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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五節 奧林匹克練習  

教學目標  1.學會解題能力。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6.如圖1-36 所示，長方形水槽中漂浮一個木球，水槽底部中央

有一個三棱柱支持著，恰好處於平衡狀態，則------------[  ]  

A.當木球偏向左側時，水槽將向左側傾斜  

B.當木球偏向右側時，水槽將向右側傾斜  

C.無論木球在何處，水槽仍可處於平衡    

D. 若用一實心鐵球代替木球，則鐵球無論

放在何處，水槽仍平衡 

學生思考 

發

展 

17.給你一把帶有秤砣的桿秤，刻度尺，如何測出秤砣的質量。 

18.現有均勻木條一根， 細線、水一杯、刻度尺、支架一個、

質量未知的鈎碼，如何利用上述器材，測合金塊的密度，請寫

出實驗步驟及待測合金密度表達式。  

19.一個成年人和一小孩都要過一條河。一個要從河的左岸走到

右岸，另一要從河的右岸走到左岸，現兩岸各有一塊結實的木

板，但每塊都比河的寬度要短，試問採用何種方法可使此二人

順利到達對岸？  

20.俗話說：“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

吃。”三個和尚都不願自己比別人多出力。採用什麼方法可使三

個和尚抬一桶水，並且用同樣大的力呢？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21.如圖1-37 所示，一根粗細均勻的木棒，把它的一端用繩懸掛

起來，另一端有全長的1/2 沒入水中，此時木棒恰好平衡，求

木棒的密度?  

 

 

 

 

 

 

22.如圖1-38 所示，邊長度為10 釐米的正方體鉛塊放在水準地

面上，槓桿AO=10 釐米，OB=60 釐米，BC=80 釐米，作用於

槓桿C 點力F1 為10 牛頓，求：當F1 方向如何時鉛塊對地壓強

最小，並求此壓強？當F1 方向如何時鉛塊對地壓強最大， 並

求此壓強？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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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一章簡單機械 第五節 奧林匹克練習 

教學目標  1.學會解題能力。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23.光滑的長木板AB 長為1.6 米，可繞固定點O 轉動，離O 點0.4 

米的B 端掛一重物G， 板的另一端A 用一根與板成900 角的細繩

AC 拉住，處於平衡，這時此繩拉力為1.96 牛，如圖1-39，現在

轉軸O 放一質量為240 克的圓球，並使球以20 釐米/秒的速度由

O 點沿長木板向A 端勻速滾動， 問小球由O 點經過多長時間系

在A 端的細繩拉力剛好減為0。 

學生思考 

發

展 

 

 

應

用 

24.如圖1-40 所示，槓桿、輪軸、動滑輪配合使用，已知輪半徑R

為軸半徑r 的四倍， 圖中槓桿OA=1/2OB， 不計機械自重和摩

擦，在輪軸C 處加10 牛的力恰好槓桿平衡，求浸在水中鋁塊的體

積？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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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一節 功 

教學目標 
 1. 知道功的概念；2. 知道功率的定義。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功的概念：作用在物體上的力，使物體在力的方向上通過了一

段距離，就說這個力對物體做了功。這個功的概念主要是針對

機械功定義的。 

學生聆聽 

發

展 

做功的兩個必要因素：  

一是作用在物體上的力；  

二是物體在力的方向上通過的距離。以下三種情況沒有做功： 

(1) 沒有力作用在物體上。比如，物體在光滑水面上均速運動。

在水準方向上,物體不受力， 物體雖然由於慣性,通過一段距離,

但仍沒有功。 

(2) 有力作用在物體上,但物體沒有移動。比如， 用力推一塊大

石頭，石頭沒有被推動，即便累得滿頭大汗，也仍未做功。 

(3) 有力作用在物體上，物體也移動了一段距離，但移動的距

離跟力的方向垂直。比如， 手提著一袋米沿水準方向通過一段

距離，此時人對米向上的提力對米不做功。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應

用 

功的計算：功等於作用在物體上的力跟物體在力的方向上通過

的距離的乘積，即Ｗ＝ＦＳ 

功的單位：在國際單位制中，功的單位是焦耳，簡稱焦。１焦

＝１牛x 米 

功率的定義功率是表示物體做功快慢的物理量。物體在單位時

間內完成的功，叫做功率。 

功率的數學表達式功率的定義式為 Ｐ＝Ｗ／ｔ  

如果在力Ｆ作用下，物體以速度Ｖ沿力Ｆ的方向做均速宜線運

動，在時間ｔ內通過的距離為Ｓ，則力Ｆ做功為： 

Ｗ＝ＦＳ＝ＦＶｔ 力 

Ｆ做功的功率為：Ｐ＝Ｗ／ｔ＝ＦＶｔ／ｔ＝ＦＶ 

若物體做變速直線運動，它的平均速度為Ｖ，利用公式Ｐ＝Ｆ

Ｖ，求出的是對應於這段路程或時間的平均功率。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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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二節 功的原理  

教學目標 
 1.知道功的原理；2.知道機械效率。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功率的單位在國際單位制中，功率的單位是瓦特，簡稱瓦，其

他單位還是千瓦和馬力。 

１瓦＝１焦／秒 

１千瓦＝１０００瓦 

１馬力＝７３５瓦 

學生聆聽 

發

展 

功的原理 

使用機械時，人們所做的功，都等於不用機械而直接用手所做

的功，也就是使用任何機械都不省功，這個結論叫做功的原

理。功的原理是一個普遍的結論，對於任何機械都適用。不考

慮摩擦和機械自重的機械，叫理想機械。在理想機械中，動力

對機械所做的功Ｗ動等於機械對物體做的功Ｗ機。考慮摩擦和機

械自重的機械，叫做實際機械，在實際機械中，人們對機械所

做的功Ｗ總等於手直接對物體所做的功Ｗ有用與使用機械不得不

做的額外功Ｗ額外之和，即Ｗ總＝Ｗ有用＋Ｗ額外。也可理解為動力

對機械所做的功Ｗ動等於機械克服有用阻力做的功Ｗ有用與克服

額外阻力做的功Ｗ額外之和，即 

Ｗ動＝Ｗ有用＋Ｗ額外。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應

用 

機械效率機械工作時，對人們有用的功，叫做有用功；對人們

沒有用，但又不得不做的功叫做額外功；動力對機械做的功叫

做總功。總功等於有用功與額外功之和，即 

Ｗ總＝Ｗ有用＋Ｗ額外 

有用功跟總功的比值叫做機械效率，機械效率η＝Ｗ有用／Ｗ總

又因為Ｗ有用＝Ｐ有用ｔ，Ｗ總＝Ｐ總ｔ  

所以η＝Ｐ有用／Ｐ總機械效率是表徵機械性能的物理量。在使

用實際機械時，有用功總小於總功，故機械效率總小於１。實

際應用時，有時往往需要把各種機械聯合起來使用。如果各種

機械的效率分別為 

η１、η２、η３．．．．．．ηｎ， 

那麼整個裝置的總效率為 

η總＝η１．η２．η３．．．．．．ηｎ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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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三節 機械能 

教學目標 
 1.知道能的概念；2.知道動能和勢能。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能的概念: 一個物體能夠做功， 我們就說它具有能量。物體

能做的功越多，它具有的能量就越大。能的國際單位是焦耳。 

學生聆聽 

發

展 

動能和勢能 

物體由於運動而具有的能量叫做動能。運動物體的動能大小跟

物體質量和速度有關。物體的質量越大，運動速度越大，動能

就越大。  

物體由於被舉高而具有的能叫做重力勢能。物體具有的重力勢

能大小與物體的質量和高度有關。 

物體的質量越大，舉得越高，它具有的重力勢能就越大。物體

由於彈性形變而具有的能叫做彈性勢能。物體的彈性形變越

大，它具有的彈性勢能就越大。 

動能和勢能統稱為機械能 

動能和勢能的轉化 

勢能可以轉化為動能，動能也可以轉化為勢能。在動能和勢能

相互轉化的過程中，若沒有克服摩擦力做功，可以認為機械能

總量不變。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應

用 

例1.如圖2-1 所示， 有一豎直桿MN，重100 牛， 接觸端M 裝

有一隻滑輪， 可在斜面AB 上滑動， 已知斜面AB 長5 米，

高BC=3 米，當在BC 這一側面加一水準推力F=120 牛時，斜

面沿水準方向勻速滑動， 且使豎直桿的滑輪從A 運動到B， 

在移動過程中，力F 通過該裝置對直桿MN 做了多少功?該斜

面的機械效率是多少? [分析]要解出此題，需要分清哪是總

功，哪是有用功。力F 對斜面做的功是總功， 力F 通過斜面

和滑輪對豎直桿MN 做的功是有用功。 [解]力對豎直桿做的

功W1=GH=100 牛x3 米=300 焦 豎直桿升高的距離等於斜面

的高，而斜面在水準方向上移動的 

距離S 等於斜面底邊長AC，則

S=AC=√(AB2-BC2)=4 米，力F 對

斜 面做的功 W2=FS=120 牛x4 米

=480 焦 該斜面的機械效率 η＝

Ｗ1／Ｗ2=300 焦/480 焦=62.5%  

學生思考學生

聆聽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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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解例題。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2.圖2-1 所示的倒鏈（又稱神仙葫蘆）是一種簡單的起重工具。

它由滑輪組組成。A、B 為同軸並一起轉動的定滑輪，半徑分別

為Ｒ１和Ｒ２，Ｒ１稍大於Ｒ２； 為動滑輪， 半徑為ｒ， 它們之間

用鐵鏈按圖中的方式聯結起來。當用力Ｆ拉一側鐵鏈使定滑輪轉

動時，套在Ａ上的鐵鏈使掛在Ｃ上的重物上升，與此同時，套在

Ｂ上的鐵鏈被放下，使重物下降，轉動一周時，其總效果使重物

上升的距離為多少？若重物所受重力為Ｇ，則使重物緩慢勻速上

升時，拉力Ｆ的大小至少應為多少？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由於倒鏈的繞法特殊，若用輪軸和滑輪知識分求解比較

困難，若不計摩擦及動滑輪和鐵鏈重，用功的原理求解比較簡便。 

〔解〕當A，B 輪轉動一周時，A 輪使鐵鏈上升ｈ１＝2 丌R１，B 

輪使鐵鏈下降h2＝2 丌R2，重物上升距離ｈ=（h1－h2）/2 ＝丌（R1-R2） 

由功的原理Fh1＝Gh  

∴F＝Gh/h1＝(R1－R2/2R1)G 即拉力F 大小至少

應為(R1－R2/2R1)G。考慮到動滑輪和鐵鏈重及摩

擦等原因， 實際拉力比計算值大。本題也可

由杠杆平衡條件求出F。 在理想情況下，動滑

輪省一半力，動滑輪鏈條上的力為T＝G/2。 定

滑輪A 和B 平衡時受力圖如圖2-3 所示，由本杆平衡條件得  

F•R1＋T•R2＝T•R1    F=T•(R1-R2)/R1=(R1-R2)•G/2R2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應

用 

例3.用滑輪組勻速提升重2000 牛的物體， 作用

在繩子自由端的拉力大小為625 牛，拉力做功的

功率1250 瓦， 滑輪組的機械效率為80%，不計

摩擦和繩重，求1.重 物上升的速度；2 .若使用

這個滑輪組勻速 提升重3500 牛的物體， 每股繩拉力為何?  

[分析]題目中定滑輪及動滑輪的個數不知，繩子的繞法也不知，

這需要根據已知條件來解決這些問題。 [解]設從動滑輪出來的繩

子數為n 股，則η=Gh/Fnh=G/Nf n=G/Ηf=2000 牛/80%x625 牛=4 

動滑輪重G動=nF-G=4x625 牛-2000牛=500 牛   由P總=FV 得繩子

自由端移動的速度為V=P總/F=1250 牛/625瓦=2米/秒 重物上升速

度V物=V/n=2 米/秒/4=0.5米/秒 當勻速提升重3500 牛的物體時

F’=1/4x(3500+500)=1000 牛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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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解例題。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4.圖2-4 所示，物體A 重150 牛， 在拉力F 的作用下， 物體A 

在水準地面上勻速運動，物體A 受到的摩擦力是45 牛，拉力F的

功率是11.25 瓦，物體A 運動的速度是多大？(輪與軸摩擦，繩重

及繩與輪的摩擦不計)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根據受力分析可求出拉力F 的

大小， 再由公式V=P/V 可求出繩子自

由端移動的速度V，而物體A 的速度

VA=V/3。  

〔解〕由圖可知 3F=f F=f/3=45 牛/3=15牛 繩子自由移動的速度 

V=P/F=11.25 瓦/15牛=0.75米/秒 物體A 移動的速度 VA=V/3=0.75 

米/秒/3=0.25秒例5 .如圖1-5 所示，本塊體積為20 釐米3，人通過繩

子拉住木塊，使它恰能沒入水中，若ρ水=0.6x103 千克/米3，水的阻

力不計，當勻速將木塊拉入水面下5 釐米深處，拉力F 做了多少

功?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分析]要求出F 所做的功，必須知道力F 的大小和F 的作用點移

動的距離。圖中滑輪為一定滑輪， 定滑輪不省力。根據定滑輪的

特點可求出力F 及F 的作用點移動的距離。 

[解]W=FS 其中S=5 釐米=0.05 米F=F 浮-G 

木=ρ水gV 木-ρ木gV 木=(ρ水-ρ木)gV 木

=(1.0x103-0.6x103)x10x20x10-6 牛=0.08牛 故

W=FS=0.08 牛x0.05 米=0.004焦 例6 .如圖1-6 

所示，用力F 通過滑輪組提升重G，該裝置

的機械效率η，η為何值時滑輪組將失去作用? 

 [分析]使用滑輪組的目的是為了省力，如果機械效 

率過低，便不能起到省力的目的。  

[解]設重物被提升的高度為h，則 有用功W有=Gh 總功

W總=3Fh 機械效率η= W有/W 總=Gh/3Fh=G/3F 若不使

用滑輪組時，要提升重物G 所用力至少為F1=G 當用

滑輪組提升重物G 時， 若F≧F1=G 時， 即η≦

G/3G=1/3時，滑輪組將失去作用，不能達到省力的目

的。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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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解例題。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7.瀑布的水流量是7.5 米3/秒，水落下30 米後進入水輪發電

機，水輪機將水流能量的80%轉化為電能， 問利用瀑布的能量， 

通過水輪發電機可以發出多少千瓦的電?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水輪機將水的機械能轉化為電能，要求出水輪發電機

的發電功率，就需先求在1 秒內，有多少水能轉化為電能。  

〔解〕設在1 秒鐘內，流下水的質量為m，則m=ρV=1.0x103 千

克/米3x7.5 米3=7.5x103 千克   水落下30米重力作功

W=mgh=7.5x103 千克x9.8  

牛/千克x30 米=2.205x106 焦 W1=η

W=80%x2.205x106=1.764x106 焦    則水輪發電機的功率

P=W1/t=1.764x106 焦/1 秒=1.764x106 瓦=1.764x 103 千瓦 

例8.如圖1-7 所示，一重為750 牛， 密度為5x103 千克/米3 的金

屬塊A 沉在水中的斜坡上，在沿斜坡向上的拉力F 作用下，物

塊A以0.2 米/秒的速度勻速上升，斜坡的傾角α=300，斜面效率

為75%，若不計水阻力，求拉力F 功率和物塊A 受到的摩擦力?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分析]本題可從受力分析的角度來求解力F 的大小和物塊A 受

到的摩擦力f。也可從能量的觀點來求解F 和f。相比之下，後者

更為簡單。 

[解]設金屬塊A 浸沒在水中沿斜坡移動的距離為L時，金屬塊A 

被提升的高度為h。則有h/L=sinα  

利用斜面所做的有用功為 

W 有=(G-F 浮)h 

 =(G-ρ水Gg/ρ物g)h=(ρ物-ρ水)Gh/ρ物  

拉力F 做\的總功為 W 總=FL  

η=W 有/W 總=G(ρ物-ρ水)h/Fρ物L=G(ρ物-ρ水)sinα/Fρ  

所以F=G(ρ物-ρ水)sinα/ηρ物

=750x(5x103-1x103)xsin300/(75%x5x103)=400 牛 拉力F 的功率

P=FV=400 牛x0.2 米/秒=80瓦克服摩擦力所做的額外功 W 額

=W 總-W 有=W 總-ηW 總=(1-η)W 總則摩擦力f 做功的功率P額=W 

額/t=(1-η)W 總/t=(1-η)P 即Fv=(1-η)FV F=(1-η)F=(1-75%)x400 

牛=100牛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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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四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學會解例題。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9.如圖1-8 所示，AB 段是光滑圓弧面，BC 段是粗糙的水平

面，BC=0.9 米，質量為6 千克的物體從高h=0.3 米的A 點由靜

止下滑，到達C 點靜止，求物體在BC 段所受的阻力?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若直接對物體進行受力分析，是不能求出物體在BC 段

所受的阻力。可從功的角度來求解力。從A 點到B 點， 重力對

物體做功， 勢能轉化為動能。從B 點到C 點， 摩擦力做功。

動能全部轉化為內能。 

 〔解〕從A 點到B 點，重力做功W=mgh 從B 點到C 點，物體

克服摩擦力做功 W=fs  

則有fs=mgh f=mgh/s=6 千克x9.8牛/千克x0.3 米/0.9 米 =19.6 牛

例10.一台輸出功率P出=10 千瓦、效率為80%的電動機，帶動一

台效率是70%的起重機工作。當起重機勻速提升1 噸貨物時， 貨

物上升的速度為何?在1 秒內，電流對電動機做功是多少?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分析]依公式V=P/F 來求速度，但要注意P 值。 

[解]起重機對貨物做功的功率P起=η1P出=70%x10x103 瓦=7x103 瓦  

由公式P起=FV 可知貨物上升速度  

V=P 起/F =P 起/mg =7x103 瓦/(1x103 千克x9.8牛/千克) =0.714 米/秒 

電動機消耗的電功率 P 電=P 出/η2 =10x103 瓦/80% =1.25x104 瓦 1 

秒內電流對電動機做功 W 電=P 電t =1.25x104 瓦x1秒=1.25x104 焦 

學生聆聽

學生聆聽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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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五節 奧林匹克練習題  

教學目標  1.學會解奧林匹克練習題。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一.選擇題1.拖拉機耕地時，一般都走得很慢。這是為了------[  ]   

A.減小動能 B.節省燃油 C.獲得較大的牽引力 D.保證耕地質量 

學生思考 

發

展 

2.斜面高為h， 長為L， 用一個平行於斜面的力把重為G 的物體

勻速 拉到斜面頂， 拉力所做的功為W， 則斜面和物體間的摩

擦力為—[ ] 

A.(W+Gh)/L   B.(W-Gh)/L   C.(W+Gh)/h   D.(W-GL)/h  

3.在平直公路上以一般速度行駛的單車所受阻力為人和車總重

的0.03 倍，則騎車人的功率最接近於---------------[  ]  

A.100 瓦     B.1 瓦      C.1 千瓦     D.500 瓦 

4.滑輪組的機械效率是80%，利用它可以用100 牛的力勻速提升

4000牛的重物。則此時負擔重物和動滑輪重力的繩子股數是----[ ]  

A.3 股       B.4 股      C.5 股       D.6 股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5.如圖1-9 所示的甲、乙兩滑輪組， 在相同的時間內用力F1 和

F2 把質量相等的物體G1 和G2 提升到相同

的高度，如果用η1 和η2 分別表示甲、乙

兩滑輪組的機械效率，用P1 和P2 分別表示

F1 和F2 所做功的功率，則-------------------[ ]  

A.η1>η2，P1>P2   B.η1>η2，P1=P2  

C.η1>η2，P1<P2    D.η1=η2，P1=P2  

 

6.力F 將質量為m 的物體舉高S 米，做了W1 的功。用同樣大小

的力將質量為m 的物體沿斜面向上推進S 米，做了W2 的功。仍

用同樣大小的力將質量為3m 的物體在水準地面上推動了S 

米，做了W3 的功；則------------------[ ]   

A.W1>W2> W3  B. W1<W2< W3  C. W1=W2= W3  D.無法比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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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五節 奧林匹克練習題  

教學目標  1.學會解奧林匹克練習題。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7.在圖1-10 已知m甲=m 乙， 甲、乙兩物體分別以V甲和V 乙的

速度被勻速拉到平臺AB 上，且V甲<V 乙，下列幾種說法正確

是-------[ ]   

A.因為到平臺時它們的重力勢能仍相等，所以甲的動能等於乙  

B. 因為V甲<V 乙，所以甲的動能小於乙的，那麼到平臺時甲的

重力勢能小於乙   

C. 在斜面上拉的時候甲的動能小於乙的動能，到平臺上甲的

重力勢能等於乙的重力勢能   

D. 雖然V甲<V 乙，但上拉時甲的動能仍等於乙的動能 

學生思考 

發

展 

8.一台功率為100 千瓦的發電機，把它裝到汽車上，汽車速度

可達90 千米/時，把它裝到汽船上，汽船速度只能達到30 千

米/時，則汽車和汽船行駛時所受阻力之比是------[ ]   

A.9:10   B.3:10  

C.1:3    D.5:6  

 

9.如圖1-11 所示，斜面高3 米，長5 米，將一重500 牛的物體

用沿斜面的力向上拉，效率為75%，則物體所受的摩擦力為

-----[ ]   

A.100 牛   B.400 牛   C.500 牛  D.50 牛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10.用滑輪組提升重物，下列幾種方法中能提高機械效率的是

--[ ]  A. 增加重物質量          B. 改變繩子的纏繞方法   

C. 增加重物的提升高度   D. 增加重物的提升速度

11. 小明用200 牛的力將一個重5 牛的球踼到20 米遠的地

方，則小明對足球做的功是---------------[ ]  

A.200 焦   B.100 焦   C.4000 焦  D. 無法確定 

12.一物體從斜面頂以0.5 米/秒的速度勻速下滑到底端， 物體

克服摩擦力所做的功為3x102 焦。若再把此物體從斜面底以原

來速度拉至頂，則人對物體做的功為---------------[ ]  

A.3x102 焦   B.6x102 焦   C.9 x102 焦   D.1.2x103 焦 

13.人造衛星從遠點向近地點運動的過程中---------[ ]     

A. 動能減少，勢能減少     B. 動能減少，勢能增加    

C. 動能增加，勢能減少     D. 動能增加，勢能增加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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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五節 奧林匹克練習題 

教學目標  1.學會解奧林匹克練習題。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二、填空題1.用長3 米的木板做斜面把1000 牛的重物推上1.5 

米高的汽車，若不計摩擦，推力是_____牛；若實際推力為800 

牛，這時斜面的機械效率為________。 

學生思考 

發

展 

2.質量為m，長為L 的均勻鐵鏈，攤放在地面上，將其從中點

處提起，使其離開地面，至少需做功______。 3.將同一重物舉

高，如圖1-12 所示，使用滑輪組的機械效率與使用斜面的機械

效率之比為8:7，則分別使用這兩種機

械時的拉力之

比 F1：

F2=____。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4.用100 牛的水準推力F，把重400 牛的物體沿圖1-13 中斜面A 

點推到B 點，在此過程中水準推力F 做功為____焦。 

5.抽水機每小時把216T 水抽到距水面10 米高的農田裡，它的

功率是_____千瓦。 

6.如圖1-14 所示，用動滑輪提升物體，作用在繩子上的拉力是

250 牛，若2 秒內將物體勻速提高2 米， 那麼拉力做功為

_____，拉力做功的功率為_______瓦。 

 

 

 

 

 

7.如圖1-15 所示，由於施工需要，某人坐在筐子裡，用滑輪組

將自己吊起，他用100牛的力拉繩子，使自己勻速上升1米，他

所做的功是___焦，他和筐子以及動滑輪的總重是___牛。  

8.在爬樓比賽中，一個體重500牛的同學從地面爬上10樓，用了

1分鐘，若每層樓高3米，則該同學爬樓時的平均功率為___瓦。 

9.如圖1-16 所示是輪船上用的紋盤， 已知紋柄的旋轉半徑R 

是紋盤半徑r 的10 倍，一船員用400牛的F水準垂直推動紋柄最

遠端時，紋盤對繩的拉力f 為3000牛，紋盤的機械效率是_____。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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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二章功和能 第五節 奧林匹克練習題  

教學目標  1.學會解奧林匹克練習題。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二、填空題10.如圖1-17 所示，物體A 重10 牛，在拉力F 作

用下，以1 米/秒的速度勻速運動，物體A 受到的摩擦力是4 

牛，不計輪與軸間的摩擦，則拉力F 的功率為_____瓦。 

學生思考 

發

展 

11. 灑水車在街道上勻速行駛，在灑水

過程 中，它的動能______(填“變大”，

“不變”或“變小”)  

三、計算題 

1.如圖1-18 所示，工人利用滑輪裝置從

離地面10 米深的井中，把質量共為10 千克的水桶與水提至

地面， 由於水桶漏水， 每升高1 米要漏去0.2 千克的水。

設滑輪、繩質量和阻力不計，則工人要將這桶水提升到地面

要做多少功?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2.一輛重5x104 牛的汽車， 在平直的馬路上以72 千米/時的

速度勻速行駛， 阻力為車重的0.02 倍， 每小時完全燃燒汽

油6 千克，汽油的燃燒值為4.6x107 焦/千克。求這輛車發動

機的效率。 

3.斜面長0.5 米，高0.2 米，用一個沿斜面向上的拉力把重2.7 

牛的木塊勻速從斜面底拉到斜面頂端。該斜面機械效率

90% ，木塊的運動速度0.1 米/秒，求拉力的功率。  

4.如圖1-19 所示，某人用滑輪組來提升重物，若不計摩擦，

將800牛的重物勻速提升時， 人需用250 牛的力拉繩子， 問

若將1000 牛的重物勻速提升，人應用多大力?此時機械效率

為何?  

 

 

 

 

5.圖1-20 所示的簡單機械是由固定的斜面和滑輪組成的。若

斜面的L 與斜面高h 的比值為2， 整個機械的效率為80%， 

則使用該機械將重物沿斜面慢拉上的過程中， 作用力F 與

重物所受重力G 的比值為何? 

學生思考學

生思考學生

思考學生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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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一節 熱膨脹熱傳遞 

教學目標  1.知道熱膨脹原理、溫度及其測量。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一般物體在溫度升高時膨脹， 在溫度降低時收縮。在相同條件

下，固體膨脹得最小，液體膨脹得較大，氣體膨脹得最大。 

學生思考 

發

展 

水在受熱膨脹時與其他物體不同。水在00C 到40C 度這一範圍

內，隨著溫度的升高體積反而縮小，溫度降低體積增大。當水溫

高於40C 時，水的溫度升高。體積膨脹，與其他物體相同。所以，

水在40C 時體積最小，密度最大。溫度和其測量 

1. 溫度： 物體的冷熱程度叫溫度， 它的國際制單位是開爾文，

簡稱開（Ｋ），每一開的大小與每一攝氏度的大小相同。它們的

換算關係是；T＝273+tK  

２溫度計：測量溫度的儀器。 

(1)原理：常用溫度計的原理是利用液體的熱脹冷縮的性質製成的。 

(2) 怎樣正確地使用溫度計：A.被測物體的溫度不能超過溫度計的

測量範圍；B.讀數時溫度計不能離開被測物體；C.溫度計的玻璃泡

要與被測物體充分接觸， 待液柱穩定後再讀數；D.讀數時視線要

與溫度計內液面相平。 

(3)人體溫計的特點：A.測量範圍：350C ~420C ；B.精確程度為

0.10C ；C.體溫計讀數時可以離開被測人體，使用前要將水銀柱甩

回玻璃泡。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1.熱傳遞：熱從高溫物體傳遞到低溫物體或從物體的高溫部分傳到

低溫部分的現象，叫熱傳遞。 

2.條件和規律；只要物體間或同一物體體的不同部分間存在著溫度

差， 就會發生熱傳遞， 並且熱是從高溫物體（或物體的高溫部

分）傳向低溫物體（或物體的低溫部分） 

3.熱傳遞的方式（１）傳導是熱沿著物體傳遞，善於傳導熱的物體

叫熱的良導體，不善於傳導熱的物體叫熱的不良導體。例如：各

種金屬都是熱的良導體；各種毛皮、石棉、軟木等鬆軟的物質都

是熱的不良導體。（２）對流是靠液體、氣體的流動來傳遞熱的

方式，液體或氣體只有在上部的密度大於下部密度時才會產生對

流，所以，日常生浩中我們加熱液體時都要從它的下部進行。（３）

輻射是熱由物體沿直線向外傳遞，不依靠其他物體。顏色深的物

體比顏色淺的物體吸熱輻射的本領強。在發在熱傳遞時，通常三

種方式是同時進行的。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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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二節 物態變化 

教學目標  1.知道物態變化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熔化和凝固熔化是物質由固態變成液態的過程， 凝固是熔

化的逆過程。固體在熔化時要吸，液體在凝固時要放熱。 

學生思考 

發

展 

晶體有固定的熔點和凝固點，不同晶體的熔點不同，同種晶

體的凝固點和熔點相同，且在熔化和凝固過程中溫度保持不

變。  非晶體沒有固定的熔化和凝固溫度，且在熔化和凝固

過程溫度發生變化。 

晶體的熔點不是固定不變的，影響熔點的因素有壓強和雜

質。熔化時體積增大的物質， 加壓後熔點升高； 熔化時體

積減小的物質， 加壓後熔點降低，例如：固態水銀在標準

大氣壓下熔點是-390C； 15000個標準大氣壓下的熔點降低

0.00750C。 

晶體的熔點還在它是否純淨，含雜質的種類與多少有關。一

般情況下，當物質含有其他雜質時熔點將降低。例如：冰上

撒鹽使其熔點降低，所以冬天下雪後往馬路的雪上灑些鹽，

雪很快就化了。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熔化和凝固圖像3-1  

AB 段：晶體吸收熱量，溫度升高。 

BC 段：晶體熔化過程，物質處於固

液共存；吸收熱量，但溫度保持 不

變。   CD 段：晶體熔液吸熱升溫。  

DE 段：晶體熔液放熱降溫。  

EF 段：晶體熔液凝固過程，物質處於固液共存；放熱但不

降溫。   FG 段：晶體放出熱量，溫度降低。 

汽化和液化 

1.汽化是從液體轉變成氣體的過程，液化是汽化的逆過程。

汽化要吸熱，液化要放熱。 汽化的兩種方式：蒸發和沸騰

蒸發是只在液體表面進行的一種緩慢的汽化現象；可以在任

何溫度下進，液體蒸發的快慢與液體的溫度，表面積的大小

和液體表面上方空氣流動的速度有關，在相同的條件下，不

同液體蒸發的快慢也是不同的。例如酒精比水蒸發得快。液

體蒸發過程中若從外界吸收不到熱量，液體溫度一定下降，

因此液體蒸發具有致冷作用。雪櫃就是利用這個原理。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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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二節 物態變化 

教學目標  1.知道物態變化及其應用。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沸騰是在一定溫度下從液體表面和內部同時進行的一種劇烈

的汽化現象。液體沸騰時溫度叫沸點。不同液體的沸點不同， 

同一種液體的沸點在不同的條件下也是不同的。影響液體沸點

的因素主要是壓強和液體是否純淨， 一般來說壓強增大， 沸

點升高； 液體含有雜質，沸點升高。 

學生思考 

發

展 

促使氣體液化的兩種方式：降溫和加壓。所有的氣體在溫度降

到足夠低時都可以液化。氣體的液化溫度跟壓強有關，壓強越

大，液化溫度越高。例如常用的液化石油氣，在常溫下是處於

氣態的，利用加壓的方法可使其在常溫下液化變為液體，貯存

在鋼罐裏。 

升華和凝華 

物質直接由固態變成氣態的過程，叫升華。凝華是升華的逆過

程，升華需要吸熱，凝華對外放熱。自然界中的霜、雪是水蒸

氣直接凝華而成的。利用固態二氧化碳升華要吸熱，可獲得低

溫，進行人工降雨等為我們服務。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分子運動論內能 

分子運動論的基本內容 

1.基本內容：a.物質是由大量分子組成的； b.分子在永不停息

地做無規則運動； c.分子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 

2.擴散現象： 不同物質相互接觸彼此進入對方的現象叫擴散。

固體、液體和氣體都能擴散。擴散現象說明，物質分子在不停

地做著無規則運動。並且溫度越高， 擴散進行得越快， 這表

明： 溫度越高， 分子運動的速度越快。因此把物體裏大量分

子的無規則運動叫熱運動。 

3.分子間的相互作用力 

分子間存在著間隙， 而物體卻不容易被拉伸， 也不容易被壓

縮，可見分子之間既存在引力又存在著斥力。分子間的引力和

斥力的大小都與分子間的距離有關，當分子間的距離小於10-10 

米時， 斥力大於引力， 二力的合力表現為斥力； 當分子間

的距離大於10-10 米時， 斥力大於引力， 二力的合力表現為引

力； 當分子之間的距離大於分子直徑的10 倍時， 分子間的

作用力就變得很小，可以忽略不計。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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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三節 分子運動論內能  

教學目標  1.知道分子運動及物體內能。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4.氣體、液體和固體的分子結構 

(1) 氣體、液體和固體的宏觀特徵：固體既有一定的體積也有一

定形狀；氣體既沒有一定的形狀，也沒有一定的體積。 

學生思考 

發

展 

(2) 氣體、液體和固體的分子結構：固體分子間的距離很小，它

們間的相互作用力很大，絕大多數分子只能在各自的平衡位置附

近做無規則的振動；液體分子間的距離比固體分子間的距離稍

大，相互作用力較大，液體分子在平衡位置附近振動和成群移動，

所以，液體可以流動；氣體分子間距很大，分子間相互作用力幾

乎為零，每個分子都可以看做是自由的。能夠到處自由移動，到

達它所能到達的空間。由於分子排列不同，固體又可分成晶體體

和非晶體。晶體分子排列規則，所以有規則的外形，而非晶體分

子排列不規則，所以沒有規則的外型。 

物體的內能 

1.內能：物體內部所有分子做無規則運動的動能和分子勢能的總

和。因為一切物體都是由分子組成的。且分子和運動永不停息，

所以一切物體內能永遠不可能為零。一個物體的溫度越高，分子

運動的速度越大，具有的內能就越大。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2. 改變物體內能的兩種方式：做功和熱傳遞。 

外界對物體做功，物體的內能增加，例如摩擦生熱，在此過程中

機械能轉化成內能。物體對外界做功，物體的內能減少，例如壼

中水燒開了，水蒸氣推動壼蓋做功，水蒸汽溫度下降內能減少，

在此過程中，內能轉化成機械能。 

可見做功改變內能的過程，是內能與其他形式能的轉化過程。內

能改變了多少，可以用做功的多少來衡量。用熱傳遞改變內能的

過程，是內能的轉移過程，內能改變了多少，可以用傳遞熱量的

多少來量度。 

能的轉化和守桓定律 

能量既不會消滅，也不會創生，它只會從一種形式轉化成另一種

形式，或者從一個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物體，而能的總量保持不變，

這個規律叫做能的轉化和守恆定律。它是自然界中最普遍，最重

要的基本定律之一。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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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四節 熱機  

教學目標  1.知道什麼叫做熱機。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熱機1.熱機是內能轉化成機械能的裝置。2.內燃機：內燃機可分

為柴油機和汽油機，其共同的物點是讓燃料在氣缸內燃燒， 產

生高溫高壓的燃氣， 利用這種燃氣作為工作物質去推動活塞做

功。  

學生思考 

發

展 

四沖程內燃機每完成一次工作循環，活塞往復運動兩次，飛輪

轉兩周，燃氣對外做功一次。內燃機在壓縮沖程中將機械能轉

化為內能，在做功沖程中把內能轉化為機械能。熱機的效率是

指用來做有用功的那部分能量與燃料完全燃燒所放出的能量之

比，用符號η表示，則η=Q 有用/Q 燃燒=Q 有用/mq (q 指燃料的燃

燒值)。 

熱學中的四個物理量 

1.溫度：從巨集觀上看,溫度表示物體的冷熱程度；溫度表示分

子無規則運動的劇烈程度。 

2.熱量：物體吸收或放出熱的多少叫熱量，它是用來量度在熱

傳遞過程中內能的改變量。某物體在熱傳遞過程中吸收或放出

熱量的多少是相對應的，而與物體原來的溫度高低無關。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3.燃料的燃燒值：1千克某種燃料完全燃燒放出的熱量，叫做這

種燃料的燃燒值。 

4.比熱：單位質量的某種物質，溫度升高(或降低)10C，吸收(或

放出)的熱量，叫做這種物質的比熱，比熱是用來描述物質特性

的物理量， 不同的物質一般情況下的比熱不同。同種物質的比

熱與其狀態有關。例如水和冰是同種物質的不同狀態， 其比熱

是不同的。      

質量為m 的某種物質，溫度升高(或降低)了△t，吸收(或放出) 

的熱量為Q，則這種物質的比熱C=Q/m△t。 

例1 當物體溫度發生變化時， 下列物理量會發生變化的----[ ] 

A 質量   B 物重 C 密度 D 內能 

[分析]一個物體的溫度變化時，會直接引起哪些變化，利用所

學可知體積和分子運動速度，然後根據質量不隨溫度變化及密

度與內能重力的知識就可得出。答：[C、D]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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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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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熱現象 第五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2.用打氣筒變自行車車胎打氣時， 過一會兒氣筒會發熱， 這是

為什麼?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此題是摩擦生熱，但若用手摸一下剛打過氣的氣筒會發現，

筒的側壁比底部的溫度低得多，而筒底部的位置，活塞幾乎接觸

不到，所以，只能對壓縮空氣做功，使內能增大，溫度升高。 

解.用打氣筒打氣時，手推動活塞，壓縮空氣做功，使筒內空氣溫

度升高，又由於熱傳遞，使筒壁也熱起來。 

例3 “溫度越高的物體，具有的內能就越多，放出的熱量也多”。這

句話對嗎?為什麼? 

[分析]這是溫度、內能、熱量的問題， 內能的多少雖然與溫度有

關，但也與物體分子的總數有關。熱量是量度內能改變的量。解. 這

句話不對，因為溫度表示物體分子運動的快慢程度，而內能的大

小不僅與分子運動的快慢有關， 而且還與分子的總數有關，因此

是錯誤的。如果是對同一個物體而言， 前半句話是正確的。而熱

量是在熱傳遞過程中量度內能的改變量，它只與物質比熱質量及

溫度變化量有關，而與物體的溫度是無關，因而也是錯誤的。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例4 .一支溫度計刻有110個均勻的小格，每格為一標度，若溫度計

插入正在溶化的冰水中時，水銀柱降到20標度，放在標準大氣壓

下的沸水中，水銀柱升到70標度，問此溫度計的量度範圍。 

[分析]題目隱含兩個溫度值00C 和1000C，由此可推出每個標度表

示幾攝氏度 之後可算出該溫度計的最高和最低的標度值，即量度

範圍。 

解. 由題意知：20 標度處是00C，70 標度處是1000C。00C-1000C

間分了50小格，則每標度表示的溫度值t=(1000C-00C)(70-20)=2C 

最高溫度：t1=(110-20)x2℃=180℃ 最低溫度：t2=(0-20)x2℃=-40℃

則此溫度計的量度範圍是-400C~1800C  

例5質量和初溫都相等的銅塊和鉛塊，當它們吸收相等的熱量後，

將它們放在一起則(已知C銅>C 鉛)------------------------[ ]   

A熱從鉛向銅傳遞 B不發生熱傳遞 C熱從銅向鉛傳遞 D無法判斷  

[分析]解題時要知發生熱傳遞的條件及熱量計算公式，Q=cm△t 。

因兩塊金屬初溫相同， 由已知條件可判斷兩金屬塊升溫大小， 就

可確定最後溫度高低。 答：A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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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五節 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6.一間普通教室內空氣溫度升高100C 需要吸收的熱量大約是[ ] 

A.2x103 焦 B.2x104 焦 C.2x105 焦 D.2x106 焦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由Q=cm△t 知， 關鍵是正確估算教室體積， 一般教室長8 

米、寛5 米、高4 米， 因而其體積大約為V=160 米3， 由m=ρV 

可計算出室內的空氣質量。代入公式就可求得。       答：D  

例7 .用裝有42 克煤油的煤油爐對2 千克120C 的水加熱，煤油燃

燒放出的熱量有60%散失，其餘被水吸收在1 標準大氣壓下水溫

能升高到多少攝氏度?(煤油燃燒值4.6x107 焦/千克)  

[分析]根據Q 放=mq， 算出煤油完全燃燒所放出的熱量， 水吸收

的熱量Q 吸=Q 放(1-60%)，然後由Q 吸=C 水m 水(t-t 0)即可求出t。  

解：煤油完全放出的熱量 Q 放=mq=4.6 x107 焦/千克x0.042 千克

=1.932x 106 焦 水吸收的熱量為Q 吸=Q 放(1-60%)=1.932x 106 焦

x40%=7.7x 105 焦 由Q 吸=C 水m 水(t-t 0)得t=1040C     因1 標準

大氣壓下水的沸點是1000C，當水到達沸點再加熱溫 度不變，則

水溫只能升高到1000C。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例8.一水滴從30 米高空落下，若重力做功使機械能的50%轉化成

內能被水吸收，問水滴落下後溫度升高了多少?  

[分析]重力做功需知水滴重力，要求水滴升高的溫度需知水滴質

量，因此需設質量然後再用做功和熱量公式求解。解：設水滴質

量為m 因W=mgh=294m    

所以Q=50%W=147m 又因Q吸=cm△t     

△t=Q/cm=147/4200=0.0350C  

答：水滴落下後溫度升高了0.0350C。  

例9. 將90C 的水10 千克，400C 的水20 千克和1000C 的水6 千

克，混合一起，忽略熱損失，求混合後的溫度。  

[分析]三種溫度不同的水混合後，最後的末溫是相同的，但據已知

條件判斷不出400C 水是吸熱或放熱，可設一吸兩個放來求解。

解：設90C 水吸熱，400C 和1000C 水放熱， 混合溫度t， 則

Q1=Q2+Q3   cm1(t-t1)= cm2(t2-t)+cm3(t3-t)    

t=(10x9+20x40+60x100)/(10+20+60)=41.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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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六節 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一. 選擇題: 1.夏天，打開冰箱門，常可看到白霧。這是------( )  

A.冰箱內原有的水蒸氣 

B.冰箱內食物中水分遇到高溫空氣後，蒸發形成的水蒸氣  

C.空氣中的水蒸氣降溫形成的小冰晶  

D.空氣中的水蒸氣降溫形成的小水滴 

學生思考 

發

展 

2.在做“海波熔化”實驗時，試管中裝有固態海，放在盛水的燒杯

中(如圖3-2 所示)。用酒精燈對燒杯底部加熱，一段時間後海波

開始熔化。這時把酒精燈撤走，則下列判斷正確是----------------[ ] 

A .海波一定還會繼續熔化        B .海波一定不會繼續熔化  

C .海波的溫度一定不會超過480C  

D .海波在凝固過程中，燒杯中水溫一定不變  

3.多油的菜湯不易冷卻， 這主要是因為-----------------[ ]  

A.油層阻礙了湯的熱輻射 B.油層和湯中的水不易發生熱交換 

C. 油的導熱能力比水差  D. 油層覆蓋在湯面,阻礙了水的蒸發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4.一定質量的液體在蒸發過程中----------------------------------------[ ] 

A. 一定從周圍環境吸熱 B. 一定向周圍環境放熱  

C .可以既不從周圍環境吸熱,也不向周圍環境放熱  

D. 液體本身的溫度一定降低  

5. 在0℃的環境中將一塊0℃的冰投入到0℃的水中， 將會發生

的現 像是-----------------------------[ ]  

A. 冰全部溶化  B. 部分冰溶化    C. 水全部結冰     

D. 冰與水的原有比例不變  

6.在舞臺上的乾冰可以產生白霧，形成所需的效果。.這種霧氣

是  

A. 二氧化碳氣體迅速液化而形成的水液滴  

B. 乾冰迅速溶化後再蒸發形成的氣體  

C. 乾冰迅速昇華變成氣體  

D. 乾冰使空氣中的水蒸氣液化形成的小水珠及水小水珠凝固

形 成的小冰晶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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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六節 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二. 選擇題: 7. 在制葯時， 為從溶液中提取坑菌素， 要用加熱

的方法使水沸騰面 除去水分，但抗菌素不能在超過80℃的條件

下提取，應採用的辦法是--------( )  

A. 增加容器內的氣壓，使水的沸點低於80℃ 

B. 降低容器內的氣壓，使水的沸點低於80  ℃  

C. 縮短加熱沸騰的時間     D. 用微火加熱使其沸騰 

學生思考 

發

展 

8.對鍋加熱，鍋內的水持續沸騰時，水面上的”白氣”並不明顯。 

如果突然停止加熱，水面上很快出現許多”白氣”，這是因為  

A.沸騰時水不蒸發   B. 沸騰時水面上的蒸氣溫度高於100℃ 

C.停火後水開始大量蒸發   

D. 停火後水面上方溫度明顯低於水蒸氣的溫度，大量水蒸氣液

化為細小的水珠，形成”白氣”  

9.當手扶拖拉機的柴油機出現故障而使轉速急遽增加，正常操作

已經不能使它停轉， 下列應急措施中可行的是-----------------[ ] 

A. 捂住進氣口      B. 立即找一個隔熱的物體捂住排氣口 

C. 腳踏刹車板,同時手拉制動器   D. 關閉柴油機的油門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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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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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們常說井水冬暖夏涼，這是因為---------------------------------[ ] 

A. 井內冬夏溫度變化小，地面冬夏溫度變化大，所謂”冬暖夏

涼”是井水溫度與地面溫度比較而言的  

B. 井水受地熱的作用而有較多的內能  

C. 井水遠離地面，不受空氣流動的影響，因而具有較多的內能

D. 井水暴露在空氣中，夏天氣溫高，蒸發很快，吸收了較多的

熱，因而溫度較低 

11. 我國農村使用的一種鋼架水泥拋物面太陽灶，用30 分鐘可

將4 千克與氣溫(26.5℃)相同的水加熱到沸騰， 若不計熱損失， 

此時這個太陽灶的功率為-------------------------[ ]  

A. 163 瓦   B. 686 瓦   C. 933 瓦  D. 41160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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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六節 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2.在做功沖程中，汽油機燃氣的壓強可達5.0x105 帕，柴油機

燃氣的壓強可達1.0x106 帕。若汽油機和柴油機的活塞面積運動

距離都是相同，則在一個沖程中柴油機與汽油機做功之比是-[ ] 

A. 1：2       B. 1：1      C.2：1        D. 4：1  

學生思考 

發

展 

13.兩塊光滑、乾燥的玻璃， 緊貼在一起不能結合成一整塊， 原

因是 

A. 兩塊玻璃分子間不存在作用力   

B. 兩塊玻璃分子間距離太大，作用力太小 

C. 兩塊玻璃分子間距離太小，表現為斥力 

D. 兩塊玻璃的分子運動緩慢 

14.下列敍述中， 不可能存在的是------[  ]  

A. 63℃的水正在沸騰 B. 物體放熱，溫度並不降低  

C. 汽油機被進後效率逹103% D. 物體溫度升高而體積縮小 

15.在北方的冬天， 汽車駕駛員常用水和酒精的混合物作為汽

車的冷卻系統中的冷卻液， 這是因為這樣混合液具有--------[ ] 

A.較低的沸點 B.較低的凝固點 C.較大的比熱 D.較小的密度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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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有三塊金屬塊，它們的質量相同，比熱之比C 甲：C 乙：C 丙

=3：4：5，讓它們吸收相同的熱量後，升高的溫度之比為----[ ]   

A.3：4：5     B.5：4：3   C.20：15：12   D.1/5：1/4：1/3 

17.在烹炸食物時常會見到：沸騰的油鍋中，濺入一滴水後， 會

有劇烈的響聲，並濺起油來，其主要原因是--------------[ ]  

A. 濺入的水滴溫度太低    B. 水是熱的不良導體  

C. 水的比熱比油的比熱大  D. 水的沸點比油的沸點低  

18.下列說法正確的是------------------------------------------[ ]  

A.汽油機的效率比柴油機的效率高  

B.在四沖程柴油機的吸氣沖程中,燃料進入氣缸  

C.在柴油機的壓縮沖程中， 機械能轉化為柴油和空氣混合物

的內能  

D.柴油機的燃料點大方式是壓燃式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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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六節 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9.甲、乙兩容器分別裝有等質量的280C、1000C的水，現將一

個溫度為1000C 的金屬球放入甲容器中，達到溫度相同時，

甲容器中水溫升高到400C，然後迅速取出金屬球放入乙容器

中，再次達到溫度相同時，乙容器中水溫是(忽略熱損失)--- -[ ] 

A. 880C      B. 900C      C. 700 C     D.600C  

學生思考 

發

展 

20.質量和初溫都相同的水和銅塊， 分別放出相同的熱量後， 

再將銅 塊立即投入水中，則----------------------------------------[ ]  

A. 銅塊向水傳遞熱         B. 水向銅塊傳遞熱  

C. 二者之間不發生熱傳遞   D. 無法判斷  

21.有一支水銀溫度計， 刻度均勻但不準確， 當把該溫度計

插入冰水混合物時溫度為-70C；插入1 標準大氣壓下的沸水

中，其示數為1030C；則當物體溫度為列哪個時，其示數是準

確的-----[ ]  A.550C   B.600C   C.650C     D.700C 

 22.甲、乙兩種物質，質量之比是3:1， 吸收熱量之比是2:1， 

那麼它們升高的溫度之比和它們的比熱之比是--------[ ] 

 A. 2:3和10:1   B. 3:2和1:10   C. 5:3和2:5   D. 3:5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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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柴油機的效率比汽油機高,這是由於-----------------------[ ] 

A. 柴油的燃燒值比汽油的燃燒值大  

B. 柴油的比熱比汽油的比熱大 

C. 柴油機氣缸裏的燃氣產生的壓強和溫度比汽油機裏高 

D. 柴油的密度比汽油的密度大 

24.三種質量和比熱均不相同的液體甲、乙、丙，它們的溫度

分別為100C、200C和400C。已知甲、乙混合後溫度為160C，乙、

丙混合後溫度為280C，則甲、丙混合後的溫度為---------------[ ]  

A.210C      B.230C   C.250C        D.27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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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六節 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25.有兩溫度和質量都相同的金屬球，先把甲球放入盛有熱水

的杯中， 熱平衡後水溫降低了△t， 把甲球取出， 再將乙

球放入杯中，熱平衡後水溫又降低了△t，則兩球比熱大小的

關係是-----[ ]    

A.C 甲>C 乙   B. C 甲<C 乙         C.C 甲=C 乙   D. 無法判斷 

學生思考 

發

展 

26.冷水和熱水混合(不計熱量損失)，下列說法中正確的是-[ ] 

A. 熱水降低的溫度一定等於冷水升高的溫度 

B. 若熱水的質量大於冷水的質量，熱水降低的溫度一定大於

冷水升高的溫度 

C. 若熱水的質量小於冷水的質量，熱水降低溫度一定小於冷

水升高的溫度 

D. 熱水放出的熱量一定等於冷水吸收的熱量 

27.如圖3-3 所示，是等質量的甲、乙兩個物體的溫度與它們

吸收熱量的關係圖像，關於甲、乙兩物體的

比熱，下列說法中正確是  

A.甲的大 B.乙的大 C.一樣大 D.無法確定 

28. 把兩個質量相同的鋼球從沸水中取出，

並立即分別放入盛著水和油的燒杯裏，水和油的質相同。當

它們均逹到熱平衡時則 

A. 水和煤油升高相同的溫度    B. 煤油的溫度升得高 

C. 水的溫度升得高            D. 無法比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二. 填空題 

1.醫生為病人檢查牙齒時，拿一個帶把的小鏡子在酒精燈上

燒一燒，然後放入病人口腔內，這樣做的目的是_________.  

2.飛機在人工降雨時向雲層嗔灑乾冰，使之降雨.這一過程經

曆了______、______、______三種物態變化。 

3.在燒煮食物時，若用水煮，只要水燒不幹食物不會煮焦，

若把食物放在油中炸， 雖然油未燒幹， 食物卻有可能變焦， 

這主要是因為______________。 

4.一盞靠近天花板安裝的電燈，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發現

它正上方的天花板被熏黑了，該現象的形成原因是______。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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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六節 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5.幹濕泡濕度計是用兩個相同的溫度計並列製成的。在使用時，其

中一個溫度計下端的玻璃泡包著濕布，因為水在蒸發時要___，所以

這個溫度計的讀數要比另一個的讀數______。 

學生

思考 

發

展 

6.下列過程中，各種形式的能是如何轉換的：汽油在內燃機中燃燒

____，燃氣推動活塞____，抽水機把水送到高處____。 

7 .一台汽油機轉速為2400 轉/分，它每秒鐘對外做功___次，若一次

對外做功為735 焦耳，該汽油機的功率為______。 

8.夜晚望天空，有時可以發現流星劃空而過，瞬息即逝,這流星的光

帶是由於____而產生，這於______能轉化為____能。9.用煤油爐把2

千克、20℃的水加熱到100℃， 煤油燃燒所放的熱量只有40%被水

吸收，則需要燃_____克煤油。  

10.在制做某些金屬零件時，為了增加零件表面的硬度常把零件放入

含碳的滲碳劑中，然後加熱這樣碳分子就可以滲入零件表面。這是

因為滲碳劑中的碳分子在___，可以____到零件表面。  

11.用久了的燈泡上蒙上淺黑色，這是因為鵭絲受熱時產生____現象

出現鵭蒸氣，在燈泡內壁上產生______的緣故。  

12.一堆含水分的潮濕沙子測其比熱為1.176x103 焦/(千克℃)，已知幹

沙子比熱0.924x103 焦/(千克℃)則這堆沙子含水分的百分比約為__% 

13.用20℃的冷水與80℃的熱水混合，不計熱量損失，要得到44℃的

溫水，冷水與熱水的質量之比為_____。  

14.火箭用的燃料，氧化劑有_____和_____兩種，分別叫_____火箭

和____火箭。目前大多數空間運載火箭都是____火箭。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三. 計算題  

1.有一個溫度計的測量範圍是-15℃- -50℃。請設計一個用這支溫度

計測量沸水溫度的方案,要求：1)說明測量的原理和方法。2)簡要說

明測量的步驟。3)說明測量時必須滿足的條件。 

2.從盛有10千克水的桶中，取出2 千克水放到水壼中用爐子加熱一

段時間，然後再倒回桶中 結果桶中水的溫度升高了10℃，求被加熱

的2 千克水從爐子上吸收的熱量是多少? 3.將兩塊質量相同的銅塊

都加熱到T高℃，然後將一銅塊投入一杯水中，達到熱平衡後 將另

一銅塊投入一杯煤油中，達到熱平衡後，煤油吸熱為Q油，若在熱傳

遞中不計熱量損失，則Q水和Q油誰大?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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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三章熱現象 第六節 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4.有一座瀑布,高度510 米.在瀑布頂芋處， 水的平均流速是2 

米/秒，該處的水流截面積是6 米， 計劃用它來發電， 設這種

能量可以利用到65%，問它每年能發出的能量相當于完全燃燒

多少T 的棕准煤? 

學生思考 

發

展 

5.一輛汽車發動機的功率為90 馬力，效率為30%，以15 米/秒

的速度行駛15 千米，共消耗多少汽油? 

6.甲、乙兩金屬塊的比熱之比是7:1， 將質量為m 的甲金屬塊

加熱到100℃.放到初溫是15℃， 質量為100 克的水中，達到熱

平衡後的溫度是35℃。若將質量為m的乙金屬塊加熱到100℃，

放到初溫為15℃，質量為100 克的水中，其混合溫度又是多少? 

7.在一絶熱容器中有質量為M 的冷水， 將質量為m 的熱水倒

入容器中， 使容器中的水溫上升5℃， 再倒入質量為m 的同

樣的熱水， 溫度又上升3℃；問：継續再加2m 同樣的熱水，

此容器內的水溫還將上升多少?  

8.有甲、乙兩個量杯，甲杯中盛有質量為60 克，溫度為0℃的

冰，乙杯中盛有質量為12 克， 溫度為25℃的水。現將乙杯中

的水倒入甲杯中，求混合後的溫度。  

9.在一個標準大氣壓下，質量為200 克，溫度為30℃的水吸收

了7.56x103 焦的熱量後,溫度升高到多度?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10.有A.B 兩個完全相同的杯子， 都盛有溫度為t1℃，質量為

m1 克的水。現向A 杯中放入溫度為t2℃， 質量為m2 克的鉄塊， 

同時也向b 杯中放入與鐵塊的溫度，質量相同的鋁塊。鐵塊和

鋁塊都完全浸沒在杯中的水裏，且水不溢出杯外。1.)當熱傳遞

停止時，哪個杯中水的溫度高?為什麼? 2.)在鐵塊和鋁塊同進分

別放入A、B杯中後，兩杯水的溫度能夠 相同嗎?為什麼?  

11.一台拖拉機的發動機是四汽缸、四沖程的柴油機， 汽缸的

直徑為95 毫米， 活塞沖程為127 毫米， 第三沖程中氣體作

用在活塞上的平均壓強為196 牛/釐米，飛輪轉速是1200 轉/

分，這台發動機功率是多少瓦?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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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簡單電現象、電路 第一節簡單電現象 

教學目標  1.知道物質的結構及摩擦起電。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物質的結構 

物質是由分子弟(或原子)構成的，分子又是由原子構成的。原

子由帶正電的原子核和帶負電的核外電子組成。其中原子核由

帶正電的質子和不帶電的中子構成。 

學生思考 

發

展 

通常情況下，原子核所正電與電子所負電數量相等，原子呈中

性，因此物體通常呈中性。呈中性的原子失去電子而帶電時，

稱為正離子，呈中性原子得到電子後負電，稱為負離子。摩擦

起電用摩擦的方法使物體電叫摩擦起電。兩物體相互摩擦時，

其中一物體因原子核縛電子能力較而失去電子正電，另一個物

體則因得到這些電子面等量的負電。摩擦起電並不是創造了電

荷，只是電子發生了轉移。兩個物體在摩擦起電前， 所的正電

荷的數和,與摩擦起電後所正負電荷的數和相等。 

電荷 

物體具有吸引輕小物體的性質叫帶電或帶了電荷。自然界中只

存在兩種電荷：正電荷和負電荷。電荷之間相互作用規律的是：

同種電荷互相排斥，異種互相吸引。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使物體電的方法有： 

(1) 摩擦起電；(2)接觸起電；(3)感應起電。 

使物體帶電並不是創造了電荷，而是物體中或物體間的電子重

新分佈的結果。檢驗物體是否帶電的常用方法： 

1.)能否吸引輕小物體； 

2.)能否使驗電器的金屬箔片張開； 

3.)用測電筆接觸被檢驗物體， 如氖管發光，表明物體帶電。物

體的導電性導體：容易導電的物體。 

金屬和碳容易導電，這是因它們具有可自由移動的電子---自由

電子。 

液體中酸、堿、鹽的水溶液是導體，這是因為溶液中有正、負

離子可自由移動。氣體通常是不導電的，但氣體電離後，形成

正離子和電子，有些電子附著在中性氣體分子上生成負離子，

此時氣體也可導電。絕緣體：不容易導電的物體。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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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簡單電現象、電路 第二節電路 

教學目標  1.知道電路和電路圖及其通斷情況。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常見的絕緣體有：陶瓷、塑膠、橡膠、油、空氣。絕緣體之所

以不容易導電是因為電荷幾乎都被束縛在原子和分子的範圍

內，幾乎沒有自由電荷。 

學生思考 

發

展 

導體和絕緣體是相對的。並不存在絕對的界限。在一定條件

下，如在高壓，高溫或潮濕的環境下，絕緣體也可變成導體。

半導體：導電能力介於導體和絕緣體間的物體。如矽、鍺、氧

化亞銅、砷化鎵等，它們都有特殊的導電性質。電流電荷的定

向移動形成電流。定向移動電荷可能是正電荷，也可以是負電

荷，還可以是正負電荷同時向相反方向移動。電流的方向：物

理學中規定正電荷定向移動的方向為電流的方向。金屬導體中

形成電流的是帶負電的自由電子的定向移動，所以金屬導體中

電流方向跟自由電子的實際移動方向相反。電流效應：導體中

有電流，會發生一些特有的現象，稱為電流效應。電流有熱效

應，化學效應和磁效應。電流效應不僅能幫助我們判斷電流存

在，而且使電流在許多方面得到廣泛應用。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電路：是用導綫把電源，用電器，開關連接起來的電流路徑。

1.通路： 連通的電路， 也叫閉合電路， 它是電路正常工作的

狀態。2.開路：斷開或電流無法通過的電路，又叫斷路。3.短

路：不經過用電器而直接用導綫將電源兩極連接來的電路。若

用電器兩端疲一條導綫連接起來，這種情況叫局部短路或該用

電器被短接，被短接的用電器不能工作。電路圖：用規定的符

號青示電路連接的情況的圖。畫電路圖時，一定要規範。切忌

將實物畫到電路圖中。串聯電路：把用電器次連接起來的電

路。串聯電路特徵：1.電流從電源正極出發，,經用電器流回電

源負極的途中，只有一條通路無別的支路。2.任何一條斷開(或

用電器損壞)，整個電路無法工作。3.開關的控制作用與位置無

關。並聯電路：把用電器並聯起來連接起的電路。並聯電路的

特徵：(1) 電流從電源正極到負極不止一條通路。(2) 某一條支

路斷開，其他支路仍和電源構成通路，仍能工作。(3) 開關的

控制作用與位置無有關，要利用一個開關控制整個電路，這個

開關一偠接在乾路上。混聯電路：即有串聯，又有並聯的電路。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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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簡單電現象、電路 第三節例題解法練習題 

教學目標  1.學會電學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1.帶電體為什麼具有吸引小物體的性質?受吸引的輕小物體遇到

帶電體為什麼被推開?  

學生思考 

發

展 

解：帶電體能夠吸引輕小物體，這是因為輕小物體上的電荷受到帶

電體影響而重新分佈，由於同種電荷相斥，異種電荷相吸，使輕小

物遠離帶電體一端聚集著與帶電體相同的電荷，在靠近帶電體一端

聚集著與帶電體相異的電荷，因此輕小物體同時受到引力和斥力作

用。因為電荷之間相互作用力和距離成反比，而帶電體上所帶的電

荷與輕小物體上同種電荷間距離大於其異種電荷間的距離，所以吸

引力大於排斥力，因此輕小物體被吸引。例2.取兩個相同的驗電器A 

和B， 使A 帶正電荷，B 不帶電。拿一個帶橡膠棒的金屬球，把這

兩個驗電器的金屬球連起來，問兩個驗電器金屬箔片如何變化?金屬

棒中有無電流通過?如果有，電流方向怎樣?如果A 帶電，情況又怎

樣?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解：A 驗電器帶正電，是由於缺少電子，當金屬棒與不帶電驗電器

B 連接時，B 上就有部分電子通過金屬棒轉移A 上， 由於存在電

荷的移動，所以連接瞬間有電流通過，因金屬中自由電子和電流方

向相反，所以電流由A 到B。隨著電子轉移，B 因失去電子而帶正

電箔片張開，A 由於得到部分電子， 中和部分正電荷， 所以正電

荷減少， 箔片張角度小，當A 、B所帶正電荷相等，自由電子不再

移動張角不再變化，金屬導體也就不存在電流了。     若A 帶負

電， 則它帶有多餘電子。當金屬棒連接時， 它上面部 分電子轉移

B 上，A箔片張角變小，B因得電子而帶負電，它的箔片逐漸張開，

當兩個驗電器所帶負電荷相等時，箔片不再變化。而連接瞬間有電

流由B 到A。  

例3.加油站規定:禁止使用塑膠桶裝汽油,請說明道理。  

解：汽油是易燃物質，當用塑膠桶運送時，因運輸中汽油不斷和桶

壁摩擦，使塑膠桶帶電。又因塑膠是絕緣物質，桶上電荷不易傳遞

與轉移，從而使桶上電荷越積越多，當桶上電荷積累到一定時就會

放電， 產生的火花會引起汽車燃燒， 造成火災或燒傷。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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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簡單電現象、電路 第三節例題解法練習題 

教學目標  1.學會電學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4.指出圖4-1 甲乙電路中，在下列情況下，哪些燈能發光並說

明燈泡連接方式。 

(1) 開關K1、K2 閉合。 

(2) 開關K1 閉合，K2 斷開。 

(3) 開關K1 斷開，K2 閉合。 

(4) 開關K1，K2 都斷開。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判斷電路的連接方式， 主要根據串並聯的特點， 當電路

較難，可畫出相應的等效電路。 

解：圖4-1 甲所示電路。(1)K1、K2均閉合，三燈並聯均發光。

如圖4-2 中(1)所示。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2)若K1 閉合，K2 斷開，導線CA 將L2，L3 短路， 只有L1 正

常發 光。如圖4-2 中(2)所示。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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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簡單電現象、電路 第三節例題解法練習題  

教學目標  1.學會電學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分析]因為學徒工將院子裡燈兩端導線直接到室內燈開關兩

螺絲上，說明院子燈和開關是並聯關係。 

學生思考 

發

展 

解：學徒工電路如圖4-5 

甲所示，正確電路如圖

4-5 乙所示。學徒工連接

電路，當開關閉合時，

室內燈亮，而院子燈

熄，當開關斷開時，院

子燈和室內燈均亮。但

亮度較弱。 

學生聆聽 

應

用 

例7 .醫院裏的護士值班室內常安裝有一隻鈴和多個指示燈，病

人在病床上只要按下開關，值班室的電鈴就響了，同時電鈴旁

的指示燈也亮了。護士從指示燈就可知道是第幾病床的病人在

“呼叫 ”。請你設計這個電路，並畫出電路圖。(只要求畫出三

個床位的電路即可，器材有：電池組、電鈴各一個、指示燈、

開關和導綫若干)。 

 

[分析]每閉合一個開關只有一盞指示燈

亮，而其餘的指示燈不亮，即並聯且開關

在支路與對應指示燈串聯；又因不論閉合

哪個開關電鈴都嚮，即電鈴是接乾路部

份。解：由分析可知如圖 

學生思考

學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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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簡單電現象、電路 第三節例題解法練習題 

教學目標  1.學會電學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8 .圖4-7 是一個封閉的盒子， 面板上有燈泡M和N及三個接

綫柱A 、B 、C， 盒內有電源， 並以導綫在盒內將燈， 接

綫柱， 電源相連。今在盒外以導綫將A、B兩接綫柱相連，M、

N，圴不發光；以導綫將B、C兩接綫柱相連，則燈N 發光而M 

不發光。以導綫將A 、C 兩接綫柱相連， 則燈M 發光而N 不

發光，根據上面結果將盒內電路圖畫出來：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將A、B 用導線相連，M 、N 均不發光， 表明此時無

電流通過M、N 燈， 這只能是在盒內電路中， 或在M 、N 、

A 、B 四者間無連通， 或雖這四者連通， 但連通電路中無電

源。用導線將B 、C 連線，N 燈亮， 盒內電路中，B 、N 、

C 三者間相連通， 且連通電路有電源。同樣用導線將A，C 連

接而M 發光， 則表明在盒內電路中，A 、M 、C 三者間是

相連通的，且接通電器有電源。解： 由上述分析知，B 、N 、

C 間連通或連通無電源， 盒內電路如圖4-8 所示。 

學生聆聽 

應

用 

一,選擇題: 1.先給一驗電器帶電，驗電器兩金箔張開一定角

度，然後再用另一物體去靠近驗電器上端的金屬球，則以下各

實驗現象所做出分析判斷正確是----------------------------------[ ] 

A.若兩金屬箔張角變大， 說明靠近金屬球物體必帶有與驗電

器相同的電荷 

B.若金屬箔張角變小，即靠近金屬球的物體帶有與驗電器不同

電荷  

C.用絲綢摩擦過的玻璃棒靠近驗電器的金屬球， 據驗電器金

箔角變化可判斷驗電器所帶電荷種類  

D.用帶有不同電荷的物體靠近並接觸金屬球，那麼兩金屬箔張

角必減少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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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簡單電現象、電路 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2.手持銅棒與毛皮摩擦後銅棒將--------------------------------------[ ] 

A. 帶正電    B. 帶負電    C. 不帶電   D 無法判斷 

學生思考 

發

展 

3.雨季烏雲滾滾，常有雷電發生，這是因為-------------------[ ]  

A.烏雲滾動摩擦生熱  

B. 帶有相同電荷的雲團相遇發生相互作用 

C. 帶有不同電荷的雲團相遇發生電中和 

D.烏雲將積蓄的大量太陽能一下子釋放出來 

4.下列各現象中，與靜電現象密切相關的是-----------------[  ]  

A.與純棉服裝相比較，穿著化釺服裝更容易蒙上一層灰塵 

B.利用太陽能電池的計算器在光綫的照射下能正常使用 

C.運油料的油罐車後有一拖地的鐵鏈 

D.高大建築物上裝置有避雷針 

5.甲、乙、丙、丁四個物體，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情況是：丁吸

引乙， 乙排斥丙， 丙吸引甲。巳知丁帶正電， 荷那麼甲的帶電

情況正確說法是----------------------------------------------------[ ]  

A.甲必帶正電 B.甲必帶負電 C.甲可能不帶電 D.甲可能帶正電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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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思考 

應

用 

6.完全相同的甲、乙兩個驗電器， 帶有不等量的不相同電， 荷

若用一根帶絕緣柄的金屬棒將二者金屬球連接起來，則下列關於

兩個驗電器的金屬箔的角變化情況中正確的是----------------[ ]  

A.一個變大， 一個變小     B.兩個都變大  

C.兩個都變小              D.肯定有一個變小  

7.通常情況下，下列和選項圴屬導體的是--------------------------- [ ] 

A.碳棒、矽塊 B.硫酸溶液、鍺  C.人體、大地 D.純水、水銀  

8.普通電子表用的電池是-----------------------------------------[ ]  

A.氧化銀電池  B.鋰電他  C.矽光電池  D.小型幹電池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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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簡單電現象、電路 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9.從顯像管尾部的熱燈絲發射出來的電子，高速撞擊在電視螢光

屏上，使屏光，則在顯像管內------------------------------------[ ] 

 A.電流方向由螢光屏到燈絲 

B.電流方向由燈絲到螢光屏 

C.顯像管內是真空，無法通過電流 

D.電視機使用的是交流電，顯像管中電流方向不斷改變 

學生思考 

發

展 

10.人站在乾燥木板上,兩手互相摩擦，結果是---------------[  ]  

A.兩手都帶正電         B.兩手都帶負電 

C.兩手圴不帶電         D.一手帶正電,一手帶負電  

11.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各種型號的幹電池對於同一燈泡來說下

列說法正確---------------------[ ] 

A.1號電池提供的電流比2號大  B.4號電池提供的電流比1號大 

C.5號電池提供的電流小       D.以上說法圴不妥 

12.用泡沬塑膠製成的兩個輕質球甲和乙用絲線懸掛後發生如圖

4-9 現象，則下列情況有可能是--------[ ]    

A.甲、乙帶同種電荷 B.甲、乙帶異種電荷  

C.甲和乙都不帶電   D.一不帶電，一帶電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13.連接在電路中的蓄電池------------------------------------[  ] 

A.一定是電源              B. 一定是負載 

C.不是電源，也不是負載    D. 可以是電源，又可以是負載 

14.用絲綫吊起三個草球,其中任意兩個靠近時都互相吸引，則它

們的帶電情況應是-----------------------------------[ ]  

A.兩個帶正電，一個帶負電  B. 兩個帶不同電荷，一個不帶電

C.一個帶電，兩個不帶電    D. 兩個帶負電，一個帶正電 

15.由兩個燈泡L1、L2、一個蓄電池，一個電鍵及若干導綫組成

的電路，當電鍵以開時，L1、L2 圴發生，當電鍵閉合後，L1 不

發光，L2 仍發生，則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電鍵的---------[ ] 

A.一個接綫柱短路        B.兩個接綫柱直接和電源兩極並聯

C.兩個接綫柱直接和L1 兩接綫柱並聯 

D.兩個接綫柱直接和L2 兩接綫柱並聯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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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四章簡單電現象、電路 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奧林匹克題的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二.填空題 

1.運油汽車在乾燥天氣裏行駛，油罐與空氣摩擦可以產生___，因

此在運油汽車後面常有一條___拖到地面。2.將一段鐵絲綳緊在兩

個鐵釘之間，再給鐵絲通電,鐵絲變得鬆弛，這因為___。 

學生思考 

發

展 

3.旋轉收音機音量旋鈕時，實際是調節其內部的___，該元件在電

路中的符號_____。  

4.電風扇的扇葉下面往往帶有很多灰塵， 原因是_____， 因此它

具有_____的性質。 

5.硫酸鈉溶液靠____定向移動而導電，水銀是靠____定向移而導

電的。 

三、畫圖題： 

1.楊明設想一個電路：用很細的漆包綫圍一群。當羊都在羊圈時，

電燈亮， 電鈴不響， 當羊離開羊圈時， 電鈴響， 告訴大們：“ 有

羊跑了”，請畫出他設想的電路,並解釋工作原理。 

2.甲、乙兩個辦公室為互相傳呼方便， 在兩個辦公室裏各裝一個

電，鈴要使兩個辦公室的任何一方按開關都只能使對方的電鈴發

聲，並且共用一個電源根據要，求設計正確電路。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3.理發用的電吹風，其中電熱絲通電後可發熱，發電機通電後可

送風。選擇開關分別放在：“冷”、“熱”、“停”三個位置。圖4-10 中

畫出選擇開關、電熱縲、電動機、插頭的符號，用絲條代替導綫， 

將圖中元件連起來,組成電吹風電路圖(要求導綫不交叉)。 

4如圖4-11 所示，a 、b 是一個盒子面皮上的兩窗口，a 內有紅

燈泡，b 內有綠燈泡有三節電池串聯供電,共閉合K1，紅、綠燈亮，

只閉合K2，兩燈都不亮，K1、K2 都閉，只有綠燈亮，請畫出盒

內電路圖。 

5.用一節幹電，池一個開關和一個小燈泡自製小台燈。接上電源

時，開關雖未閉合， 燈泡卻己發光， 若閉合開關， 燈泡反而熄

滅了； 幾秒穜後再斷開

開關， 小燈泡又亮了， 

但亮度減少了許多， 請

畫出這個錯誤的電路圖。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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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電流電壓電阻 第一節電流 

教學目標  1.知道電流及其測量方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一.電流 

1.電流強度的物理意義電荷的定向移動形成電流，定向移動的自

由電荷可以是正電荷， 也可以是負， 還可以是正， 負電荷同時

向相反方向定向移動。電流強度簡稱電流，它是表示電流強弱的

物理量。 

學生思考 

發

展 

2.電流強度的定義及表達式電荷的多少叫電量，用定母Q表示，電

量的國際單位是庫倫6.25*1018個電子所帶電量是1庫倫。每秒通過

導體任一橫截面的電量叫電流強度，電流強度用I表示。電流強度

也可定義為通過導體橫截面的電量和通過這些電量所用時間的比

值。即電流強度=電量/時間  I=Q/t  

3.電流的單位 

在國際的單位中，電流的單位是安培，簡稱安 1 安=1 庫倫/ 秒。

其他單位還有：毫安培培、微安。 1 安=1000 毫安培培=1000 000 

微安 

4.電流表 

常用測量電流的儀表叫電流表，用A 表示。使用電流表時應注意

到以下幾點：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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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思考 

應

用 

1.)電流表應串聯在被測電路中；2.)要使電流從電流表的+接入，

從-流出；3.)所測電流不得超過電流表量程；4.)若無法估計電路中

的電流大小時， 可選用電流表的大量程對應的接綫柱， 並用試

觸的方法， 觀察電流的大小， 以確定是不換用電流表及正確選

用合適的量程；5.)禁止不經過用電器將電流表的2個接綫柱直接接

到電源的2極上； 

5.電路中的電流關係串聯電路中的電流相等I=I1=I2=……=IN 並聯

電路中的電流等於各並聯支路中電流之和I=I1+I2+……IN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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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電流電壓電阻 第二節電壓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壓及其測量方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二、電壓1.電壓的作用電壓是形成電流的原因， 是産生電流的

必要條件， 有電流必有電壓，未必就有電流。 

學生思考 

發

展 

2. 電壓的公式及單位 

電壓的單位是伏特，簡稱伏，在某段電路上，每通過1庫倫的電

量，電流做功1焦耳，這段導體2端電壓就是1伏特 1伏特=1焦耳

/1庫倫電壓用字母U表示。電壓=電功/電量數學表達式U=W/Q  

電壓的其他常用單位還有：千伏、毫伏、微伏 1 千伏=1000 伏

特 1 伏特=1000 毫伏 1 毫伏=1000 微伏 

3.電壓表 

測量電壓表的儀表叫做電壓表，電壓表在電路中用符號V表

示。使用電壓時,要注意以下幾點：1.) 電壓表應和待測電路並

聯2.) 要使電流從電壓表的+接入，從-流出；3.) 被測電路兩端

的電壓不能超過電壓表量程；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4.) 如無法估計待測電壓的高低， 可用試觸的方法嘗試以決定

是否調換電壓表以及決定使用哪些電壓表的接線柱； 

5.) 電壓表的2個接綫柱可以直接接到電源的2極上。 

4.電路中電壓的關係 

串聯電路兩端總電壓等於各部分電路兩端電壓之和

U=U1+U2+……+Un； 並聯電路中各支路兩端電壓相等，即

U=U1=U2=……=Un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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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電流電壓電阻 第三節電阻 

教學目標  1.知道電阻及其測量方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三.電阻1. 電阻的物理意義電阻是反映導體對電流阻礙作用

的物理量，電阻用字母R表示。 

學生思考 

發

展 

2. 電阻的計算 

公式導體的電阻等於導體兩端的電壓和通過導體的電流強

度的比值。 

3. 電阻的公式和單位 

電阻=電壓/電流數字表達式為R=U/I 電阻的單位為歐姆，簡

稱歐。1歐姆=1伏特/安培其他常用單位還有：兆歐、千歐。1

兆歐=106歐姆1千歐=103歐姆 

4. 電阻定律 

導體的電阻是導體本身的一種性質。它跟導體兩端是否有電

壓以及導體中是否有電流無關。導體電阻的大小跟導體的材

料、長度、橫截面積和溫度有關。對一段材料一定的均勻導

體，在溫度不變時，導體的電阻跟它的長度成正比。跟它的

截面積成反比。這個規律稱為電阻定律。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R=ρL/S     式中R 、L 、S 和ρ分別代表電阻、長度、

橫截面積和電阻率。單位分別為歐姆、米、米2和歐‧米 

5.電阻率 

電阻率是反映導體材料導電性能好壞的物理量。由某種材料

製成的長度為1米，橫截面積為1米2的導體的電阻叫做這種材

料電阻率。純金屬的電阻率較小，合金電阻率較大，常用來

做電阻器。電阻率增大。溫度降低，電阻率減少。 

6.起導 

某些導體在溫度降低到某一數值時，導體的電阻為零，電阻

完全消失，這種現象為起導現象，具有這種特性的物稱為起

導體。在很多領域有重要的應用,並有著遠大的發展前景。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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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電流電壓電阻 第三節電阻 

教學目標  1.知道電流電壓電阻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7.變阻器變阻器是通過改變電路中電阻綫的長度來改變電阻

的。電阻線通常用電阻率較大的合金製成。通過改變變阻器，

可以改變電路中的電流和用電器兩端的電壓。 

學生思考 

發

展 

實驗室常用的變阻器有滑動變阻器和電阻箱。滑動變阻器不能

顯示接入電路的電阻的具體數值，而電阻箱則能顯示出電阻的

阻值。滑動變 阻器示意圖

如圖5-1所 示：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AB為金屬棒，CD為電阻線，P為滑片。A、B、C、D為四接線

柱。 

當用A、B兩接線柱時，變阻器的有效阻值為0；  

當用C、D兩接線柱時，變阻器的有效阻值最大，阻值為電阻線

C、D間的電阻RCD；  

當用A、C兩接線柱，或用B、C兩接線柱時，效果相同，變阻

器的有效阻值為C、P間的電阻RCP；  

當用A、D 兩接線柱，或用B、D 兩接線柱時， 效果相同， 變

阻器的有效阻值為D、P間的電阻RDP；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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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電流電壓電阻 第四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流電壓電阻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1.當電流通過1根銅綫時，下列物理量不變的是------------[ ] 

A導綫的貭量 B導綫的體積  C導綫的密度  D 導綫的電阻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 電流有3個效應：熱效應、磁效應和化學效應。電流通

過銅導綫時，導綫要立即發熱，溫度升高。溫度升高時會使

電阻變大同時導受熱膨漲，體積變大，而貭量不會變化，則

導綫的密度變小。[答案]A 例2.某種電解導電時，測得10S內

通過導電液體的某一截面向左移的正電荷的電量為2庫侖，通

過此面向右移動的負電荷的電量也為2庫侖電流強度為---[  ] 

A 0.2A   B 0.4A   C 20A   D 40A  

[分析]正電荷移動的方向為電流的方向。當2庫侖的負電荷向

右移動時，相當2庫倫的正電荷向左移動。則通過截面的總電

量為Q=2庫倫+2庫倫=4庫倫，電流I=Q/t=4庫/10秒=0.4安 

[答案]B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例3.一條均勻電阻絲的電阻為R，長度為L，今將此電阻絲均

勻拉長到2L，則其電阻將變為    

 A.1/4R       B.1/2R       C.2R         D.4R 

[分析]據電阻定律有R=ρL/S 電阻絲被均勻拉長到2L時，因其

體積末變，故橫截面積變為1/2S。則此時電阻

R1=ρ2L/(1/2S)=4ρL/S=4R 答D 例4.用電流表測量電流強度

時，為何一般都先用較大量程?當測得電流強度在較小的量程

範圍內時，又應改用較小量程，這有何好處? [分析]此題需從

使用電流表的注意事項和電流表結構特點來解釋。[解]用電流

表測電流強度時，一般都先用較大量程，是為了防止因被測

電流過大超過電流表量程而損壞電流表。當測電流在較小範

圍時， 應改較小量程， 是因電流表指針偏轉角有足夠大而

使測量結果顯示準確。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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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電流電壓電阻 第五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流電壓電阻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一、選擇題1.一根粗細均勻的細導線， 其電阻為1.6 歐， 將

它對折起來作為一根新導線，則這根新導線的電阻為-----[  ] 

A.0.4 歐    B.0.8 歐    C.1.6 歐    D.3.2 歐 

學生思考 

發

展 

2.現看四段導線，甲、乙、丙都是銅線，丁是鎳鉻絲，甲與

乙等長而甲較粗， 乙與丙等粗而丙較長， 丙與丁等長而且

等粗。關於它們的電阻，下列判斷正確的是-----------------[  ] 

A.甲的電阻最大      B. 乙的電阻最大 

C.丙的電阻最大      D.. 丁的電阻最大 

3.銅、鐵兩根導線，長短粗細都相同，並聯在某電路中，通

過它們的電流分別是I銅和I鐵，它們兩端的電壓分別為U銅和U

鐵，則[ ]  

A.I 銅=I 鐵、U 銅>U 鐵     B.I 銅>I 鐵、U 銅>U 鐵 

C.I 銅=I 鐵、U 銅<U 鐵      D.I 銅>I 鐵、U 銅=U 鐵 

4.在電學實驗中遇到開路時，常常用電壓表來檢測。某同學

連接如圖5-2所示的電路，開關閉合後，電燈不亮，電流表無

示數。這時用電壓表測得a，b兩點間和b，c兩點間的電壓均

為0， 而a 、d間和b、d間的電壓均不為零，這表明---- [  ]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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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思考 

應

用 

A.電源接線柱接觸不良    

B.開關的觸片或接線柱接觸不良 

C.電流表接線柱接觸不良   

D.燈泡燈絲斷了或燈座接觸不良 

5.兩根粗細相同的鎳鉻合金線，甲比乙長。當把它們接入不

同電路中時，通過甲的電流比乙的大，則關於它們的電阻—[ ] 

A.甲的大  B.乙的大  C.一樣大  D.無法確定 

6.某家用電器正常工作時，通過的電流為9A，則此家用電器

是下列電器中的那一種?----------- ----[  ]  

A.白熾燈泡  B.電炒鍋  C.電視機  D.電風扇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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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電流電壓電阻 第五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流電壓電阻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7.小剛用伏安法測量某電阻R 的阻值時，錯將電路接成了如圖

5-3 所示的電路，閉合開關後，將出現的情況是---------[  ] A.

電流表指針有明顯偏轉，電壓表指針幾乎不動 

B.電壓表指針有明顯偏轉，電流表指針幾乎不動 

C.兩表指針均有明確偏轉 

D.兩表指針均幾乎不動 

學生思考 

發

展 

8.用圖5-4甲所示的滑動變阻器接在圖5-4乙所示電路中的M、N

兩點間， 組成一個調光電路， 現使滑片P向a端移動的過程中， 

燈泡變暗，則應連接的接線柱是 

A.a和b    

B.c和d 

C.b和c  

D.a和d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9.實際的電壓表是有一定內阻的，即可將電壓表視為具有能反

映其兩端電壓值的電阻。在圖5-5所示電路中，R=3千歐，電源

電壓不變，S1閉合，S2斷開時，電壓表的示數為1伏，S1，S2都

閉合時， 電壓表的示數為3伏。那麼電壓表的內阻為 

A.1千歐   B.1.5千歐  C.3千歐    D.4.5千歐 

10.兩個電阻R1，R2。R1=9R2，將它們並聯接入電路，則通過

R1的電流是乾路電流強度的 

A.1/9   B.1/10    C.9/10    D.8/9  

11. 如圖5-6所示 電源電壓為20伏不變， 用滑動變阻器給燈泡

調壓，已知燈泡電阻為5歐，滑動變阻器最大電阻為20歐，當

滑片P從a 向b移動過程中，燈泡兩端的電壓變化範圍是 

A.20~4伏   B.20~8伏    C.20~0伏    D.4~20伏 

12.燈泡上標有”220V，25W” 字樣， 正常發光時， 這個燈泡

燈絲電阻為R，在實驗室內用伏安法測得燈絲電阻為R1，則( )  

A.R=R1      B.R<R1     C.R>R1  D. 無法比較R與R1的大小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初三物理奧林匹克 
物理 

2011/2012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68 

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五章電流電壓電阻 第五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流電壓電阻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二、填空題 

1.若通過某電阻的電流強度是 100毫安培，則每分鐘通過該電

阻的電量是____庫倫，若此時加在電阻兩端的電壓時5 伏特，

則此電阻的阻值是____歐姆；若加在該電阻兩端的電壓時0

伏特，則通過它的電流強度為____安培，它的阻值是___歐姆。 

學生思考 

發

展 

2.在生產導線的工廠裏，工人用”抜絲機”將一條均勻導線拉長

到原來的10倍，這時該導線的電阻變為原來的_____倍。 

3.電流通過粗細不均勻的同種材料的導線時，導線各部分的溫

度是不均勻的,在___部分，導線的溫度較高,這是因為______。 

4.用某種物質製成的導線長50米，橫截面積為4毫米
2
，它的電

阻是5歐姆，則這種物質的電阻率為________。 

5.兩根材料相同的均勻導線，長度之比是1:4，質量之比是2:3，

則兩導線的電阻之比是____。 

6.由8股銅絲合成的一段導線，測得其電阻為1歐姆，若將該導

線拆開，連成最長的細導線，則這段新的導線電阻為_____歐姆。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7.下表中給出了一些常見用電器的電壓，電流值，其中電阻最

大的用電器是_____。 

用電器名稱 電壓(伏) 電流強度(安) 

手電筒燈炮 2.5 0.25 

幻燈放映泡 24 12.5 

室內照明燈泡 220 0.45 

電熱水器 220 12 

8.圖5-7為插塞式變阻箱的結構示意圖，當銅塞全部插入時，兩

線柱間的電阻為______歐。現要使兩接線柱間的電阻為3歐，

則應抜出______號銅塞。 

9.小明是無線電愛好者，他在組裝一電子設備時，需要一隻阻

值為0.025歐的電阻，現在長2.50米，阻值為0.5歐的電阻絲，

為滿足實際需要，他應截取_____

米的電阻絲。 

10.某段電路中，電流為8微安，則

0.01秒內通過這段電路的電子數

有____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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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一節歐姆定律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及串並聯電路。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一、歐姆定律通過導體中的電流跟這段導體兩端的電壓成正比，

跟這段導體的電阻成反比。這個規律叫歐姆定律。其定義式即數

學表達式是I = U：R  

學生思考 

發

展 

I = U：R稱為部分電路的歐姆定律。它只能適用閉合電路中的一

部分電路且式中各量均是相應該部分

電路中的物理量。例如: 圖6-1中，R1

所在部分電路中有I=U1/R1； R1和R2所

在的部分電路中有I=U：(R1+R2)。也可

在電源內部的電路中應用I=U：R， 但

不能對整個閉合電路用I=U：R。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二、串聯電路和並聯電路的規律 

1.串聯電路串聯電路中各處的電流相等： 

I=I1=I2=……=In  

串聯電路兩端的總電壓等於各部分電路兩端電壓之和： 

U=U1+U2+……..+Un  

串聯電路的總電阻等於電路中各導體的電阻之和： 

R=R1+R2+….+Rn  

串聯電阻越多，總電阻越大，串聯電阻相當于增加了導體的長

度。串聯電路中，各部分電路兩端的電壓與各自的電阻成正比： 

U1：U2=R1：R2；     U1：U=R1：R。串聯電阻有分壓作用。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初三物理奧林匹克 
物理 

2011/2012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70 

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二節串聯電路和並聯電路的規律 

教學目標  1.知道串聯電路和並聯電路的規律。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並聯電路並聯電路的總電流強度等於各條支路中的電流強度

之和：I=I1+I2+……+In  

並聯電路中各支路兩端的電壓均相等: U=U1=U2=……=Un  

學生思考 

發

展 

並聯電路總電阻的倒數等於電路中各導體電阻倒數之和： 

1：R=1：R1+1：R2+………..+1：Rn  

並聯的電阻越多總電阻越小，並聯電阻相當于增加了導體的橫

截面積；在並聯電路中，若其中某電阻變大或變小，則總電阻

也相應變大或變小。並聯電路支路中的電流與該支路電阻成反

比：I1：I2：……：In=1/R1：1/R2：……1/Rn 

 I1/I=R/R1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並聯電阻有分流作用在電源電壓穩定的條件下，增加並聯電路

中的支路，對原各條支路無影

響。例如，圖6-2中閉合S(或斷開

S)， 對燈L1和L2均無影響。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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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1.圖6-3 中，電源電壓恒為6 伏，L 是燈泡，R 為一定值電阻。

當開關S 閉合時，L 不亮，此時用電壓表測得電阻兩端的電壓為6 

伏，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 ]  

A.燈泡的燈絲和R 的電阻絲都斷了。 

B.燈絲正常，可能是R 的電阻絲斷了。 

C.R 正常，可能是燈絲斷了。 

D.R 正常，可能是連接電燈的兩導線被短路了。 

學生

思考 

發

展 

【分析】若燈絲和電阻絲都斷了， 整個電路無電流，R兩端電壓為

零， 電壓表無示數； 若燈絲正常， 電阻絲斷開， 那麼燈泡和電

壓表及電源仍構成通路， 只是電壓表內電阻非常大， 可認為通過

燈泡的電流為零， 燈泡電壓為零， 因此電壓表示數為電源電壓； 若

R正常，燈絲斷了，整個電路為開路，通詔R的電流以及R的電壓為

零，電壓表無示數； 若R正常,連接電燈兩導線短路， 電路閉合， 但

無電流通過燈泡，燈泡電壓為零，R兩端電壓為電源電壓。 

【解】由以上分析可知，本題答案是B、D。例2 某同學手邊有”6V，

3W” 的小燈泡一隻，8伏的電源一個，每釐米2歐的電阻4絲若干長，

導線若干，為使小燈泡正發光，該同學應怎樣做？將燈泡直接接到

電源上顯然是不行的，電源電壓相對燈泡的額定電壓較高，根據串、

並聯電路電壓的規律，應給燈泡串駢電阻由題中所給條件，只要算

出和燈泡串聯電阻的阻值，就可知道串聯電阻絲的長度。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解】電路連接圖如圖6-4 思路一：根據串

聯電路的特點可知， 

I1=I2      ○1        U1+U2=U     ○2  

由歐姆定律可得：I1=P1：U1      ○3  

R2=U2：I2     ○4 由○1 ○2 ○3 ○4 式可求電阻R2 

R2=((U-U1)：P1)U1=((8-6)：3)6=4歐思路二：燈泡的電阻為：R1=U1 2：

P1 U2=U-U1 由串聯電路電壓的分配關係得：U1：U2=R1：R2 由○1 ○2 

○3 式可求電阻R2 R=((U-U1)：P1)U1=4歐由題中所給電阻絲每釐米2

歐姆的條件可知，要得到4歐的電阻，只需截取2釐米長的電阻絲串

入電路中即可滿足題中要求。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初三物理奧林匹克 
物理 

2011/2012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72 

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3 如圖6-5 所示， 電源電壓U=24 伏，電阻R=6 歐，R1、

R2、R3 均為未知電阻， 當S1、S2 都斷開時， 電流表的示數

為2.4 安培，當S1 閉合S2 斷開時，電流表的示數為4.0 安培，

當S1 斷開，S2 閉合時電流表的示數為2.8 安培，求R1、R2、

R3 的阻值。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當S1、S2斷開時，R和R3串聯， 求出R3的阻值； 當

S1閉合；S2斷開時，R1、R、R3構成混聯電路，求出R1的阻值；

當S1斷開，S2閉合時，R1、R2、R3構成混聯電路，求出R2的阻

值。 

【解】當S1、S2均斷開時，電路

連接如圖6-6所示由歐姆定律應

有：UR=IR=2.4X6=14.4伏由串聯

電路電壓的規律

U3=U-UR=24-14.4=9.6伏R3的阻

值為R3=U3：I=9.6：2.4=4歐當S1閉合，S2斷開時，電路連接如

圖乙所示由歐姆定律得U3=IR3=4X4=16伏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R1或R兩端的電壓為U1=UR=U-U3=24-16=8伏通過R的電流強

度IR=UR：R=8:6=4:3安由並聯電路電流的規律可得通過R1的電

流I1=I-IR=4-4:3=8:3 安R1的阻值是

R1=U1：I1=8:8:3=3 歐當S1斷開，S2閉合

時，電路連接如圖6-6丙所示由歐姆定律

可求UR=IR=2.8X6=16.8伏由串聯電路的

特點 U並=U-UR=24-16.8=7.2伏UR：U並

=R：R2.3 16.8：7.2=6：R2.3 R2.3=18：7歐

R2.3=R2R3：(R2+R3) 4R2：(R2+4)=18：7 

R2=7.2歐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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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4. 12 根阻值均為R 的電阻絲連接成如圖6-7 所示的電路，試求A，

D 間的總電阻是多少?  

學生

思考 

發

展 

【分析】此電路為一較複雜的混聯電路，但其突出特點是具有對稱

性，從這一特點出發尋找做題思路。在圖6-7中， 設電流從A點流入

電路， 從D點流出， 由於電路是整體對稱的， 應有流過AB的電流

IAB，流過CD的電流ICD，流過AF的電流IAF和流詔ED的電流IED均相

等；流過AO的電流IAO和流過OD的電流IOD也相等； 同理還有

IBC=IFE，IBO=IFO，IOC=IOE。顯然O點只是電流的相遇點彼此並不幹擾， 

那麼圖6-7就可等效於圖6-8， 就把複雜的混聯電路變為簡單的混聯電

路。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解】圖6-8中，BC間的電阻RBC為RBC=rx2r：(r+2r)=(2：3)r 

 圖中上部分一條支路的電阻R上為R上=r+RBC+r=(8：3)R 圖中中央一條

支路的電阻R中為 R中=r+r=2r 下部分一條支路與上部分支路對稱,其

電阻R下=(8：3)r 則AD間總電阻為 1：RAD=1：R上+1：R中+1：R下RAD=(4：

5)r  

例5.圖6-9中， 電源電壓恒定,若將滑動變阻器的滑動片向右移動， 則

電流表和電壓表的示數將發生的變化是 

A. 兩表示數都變大 

B. 電流表示數變大，電壓表示數變小 

C. 電流表示數變小，電壓表示數變大 

D. 兩表示數都變小 

【分析】在圖6-9中的電路， 電流只會通過滑動變阻器滑片左邊的這

部分電阻和電燈，而滑動變阻器右邊的電阻被連接電流表的導線所短

路；電壓表與電燈並聯，只測電燈的電壓。【解】用U表示電源電壓，

當滑動變阻器的滑片向右滑動時滑片左邊的電阻值較大眾用R左表

示)，根據歐姆定律，電路中的電流I=U： (R燈+R左) 就會變小， 而電

燈兩端的電壓 U燈=IR燈也就隨之而減小， 故選D。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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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6.圖6-10 所示，R1=R3=R5=…….=R99=R100=5 歐姆，

R2=R4=R6= ………=R98=10 歐姆，U=10 伏。求通過R1 的電流和

R2 兩端的電壓。 

學生

思考 

發

展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分析】圖6-10所示，R99和R100串聯， 然後其串聯的等效電阻與

R98 並聯，則這部分的等效電阻r1=(R99+R100)R98：R99+R100+R98，

圖6-10可等效為下列電路圖(圖6-11) 同樣，r1與R97串聯，其等效

電阻與R96並聯這部分的等效電阻是r2=(R97+r1)R96：(R97+r1+R96)，

以下依此類推 

【解】從圖6-10中的最後一部分入手，R100、R99、R98的等效電阻

r1 為r1=(R99+R100)R98：(R99+R100+R98)=(5+5)x 10：(5+5+10)=5 Ω  

圖6-11 中，r1、R97、R96的等效電阻r2為r2=(R97+r1)R96：

(R97+r1+R96)=(5+5)X10：(5+5+10)=5 Ω r48=(R5+r47)R4：

(R5+r47+R4)=(5+5)X10：(5+5+10)=5Ω  

圖6-10電路可等效為圖6-12 r49=(R3+r48)R2：

(R3+r48+R2)=(5+5)X10：(5+5+10)=5Ω  

電路的總電阻為R=R1+r49=10Ω I1=I=U:R=10:10=1A  

R2兩端的電壓U2=Ir49=1x5=5v  

因此，通過R1的電流是1安培，R2兩端的電壓是5伏。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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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7.某同學家中新買了一個100 瓦的電熱毯，他想用伏安法測電熱毯

的電阻值， 於是連接了圖6-13 所示的實驗電路， 其中電源電壓為6 

伏，Rx 為電熱毯的電阻值，滑動變阻器的最大值為20 歐，但實驗

過程中該同學發現，不論怎樣調整滑動變阻器觸頭P 的位置，電壓

表的示數幾乎不發生變化，且查得電路各處均連接無誤。請你分析

一下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什麼?若不更換實驗器材， 電路應怎樣

連接才能在觸頭P 滑動過程中， 有效地改變電熱毯兩端的電壓值?  

學生

思考 

發

展 

【分析】在電路連接無誤的情況下，可以對電路中進行有關計算。

當觸頭P滑至a端時， 電熱毯直接與電源相連， 其兩端的電壓即為

電源電壓。即Ux=6伏， 當觸頭P滑到b端時， 電熱毯與R串聯後接

在電源上，電熱毯與R共同分擔電源電壓，此時若Rx>>R，則

U’x>>UR，即U’x~U，因此會發生不論如何調整觸頭P的位置，Rx 兩

端電壓幾乎不變的現象， 可見， 此實驗中不能有效地改變電熱毯

兩端的電壓值，是由於電熱毯的電阻遠大於變阻器的緣故。 

【解】在不更換器材的情況下，可以將電路連接成如圖6-14所示的結

構，圖6-13所示的電路中，從滑動變阻器的b端向電源負極連接一根

導線bc，當P滑至a端時Ux=6伏；當P滑至b端時，Rx被導線bc 知路

Ux=0伏，從而實現了Rx上的電壓值由0到6伏的大範圍變化。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例8.用伏安法測電阻時，某同學連接的電路和如圖6-15所示，由此 可

知，他測得的絡果：A.比實際電阻值要大些 B.與實際電阻值相等C.

比實際電阻要小些 D.無法將其實驗結果與實際電阻比較 

【分析】伏安法的依據是歐姆定律         R=U:I 由實驗所得的

U，I值代入上式計算即得所測的電阻值，顯然，如果所用的U值和I

值都準確地是此電阻兩端的電壓和通過此電阻的電流強度，則所得

的R值也是準確的，但如果所用的U值和I值與真正加在R兩端的電壓

和通過R的電流值有差別， 則會導致最後計算出來的電阻值與其真

實值有差別(這樣便產生了實驗誤差)。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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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在圖6-15 所示的電路中， 電壓表的兩端與R 的兩端相並聯， 電壓

表顯示的數值即其兩端的電壓， 也就是R 兩端的電壓。故由實驗所

測得的U 值是準確的， 即它確實是R 兩端的電壓。而從電流的角度

來看，這一電路相當於電壓表與待測電阻R 並聯後再與電流表串聯，

故嚴格地說來， 電流表顯示的並不就是通過電阻R 的電流， 而是通

過R 的電流與通過電壓表的電流之和，相當於這一電路的總電流。(注

意： 如前述， 電壓表相當於一個很大阻值的電阻， 故其內也有很

小的電流通過,只是在一般情況下這一電流較之通過R 中的電流小很

多而常被忽略)。 

學生

思考 

發

展 

【解】當我們以圖6-15中的電流表和電壓的表數作為測量結果代入公

式R=U：I 來計算待測電阻時， 則所用的電流I值比真正通過待測電

阻的電流大了一些，而所用的電壓值確實為電阻兩端的電壓，顯然，

這樣計算出來的結果將會比待測電阻的真實值要小一些。可見本題答

案C為正確答案。 

例9 如圖6-16所示的電路中，R1=4歐，R2=6歐，R3=12歐，R4=4歐，

電源電壓恒定不變且為U=5.4伏，電壓表的電阻很大。 

(1)求電壓表的示數 

(2)用一個電阻很小的電流表換下電壓表，求電流表的示數 

(3)將電流表和電源互換位置後，電流表的示數又為多少?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分析】由於電壓表的內電阻很大，所以c、d兩點間可視為斷路，這

樣原電路就由兩條支路所組成：第一條支路是R1和R4串聯而成，第二

條支路是R2和R3串聯而成，由題中所給的條件，各電阻的阻值和電源

電壓可求每條支路中的電流，從而由歐姆定律可求出R1和R2 兩端的電

壓U1和U2，也就是a，d兩點間的電壓和a，c兩點間的電壓Uad和Uac，c，

d兩點間的電壓Ucd也即電壓表的示數為Ucd=Uad-Uac=U1-U2 若用電流

表換下電壓表，電路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因為電流表的電阻很小，cd

之間可看成短路，這樣從電路來講c，d可看作為一個點，此時原電路

就變成R1和R2並聯，R3和R4並聯，然後兩個並聯的部分再串聯，由各

電阻的阻值可求出電路的總電阻，再由電源電壓可求電路總電流，在

R1和R2並聯的部分電路中，根據電流和電阻成反比求出通過R1的電流

I1；同理在R3和R4並聯的部分電路中求出通過R4的電流I’ 4，那麼通過

電流表的電流就是I’ 4和I’1之差。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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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若將電流表與電源的交換位置，設交換後電源的正極靠近c 點而

負極靠近d 點， 同上面的分析一樣可將a，b 視為一點， 電路就

變成R1 和R4 並聯，R2 和R3 並聯， 兩並聯部分再串聯組成電路， 

用同樣的方法求出通過R4 的電流I’’ 4 和通過R3 中的電流I”3，I”3 

和I”4 的差就是電流表的示數。 

學生思考 

發

展 

【解】(1)通過R1和R4這條支路中的電流 I1=U：(R1+R4)=5.4：

4+4=0.675安 R1兩端的電壓U1為U1=I1R1=0.675X4=2.7伏通過R2和

R3這條支路中的電流I2=U：(R2+R3)=5.4：6+12=0.3安R2兩端的電

壓U2為U2=I2R2=0.3X6=1.8伏電壓表的示數為

Ucd=Uad-Uac=U1-U2=2.7-1.8=0.9伏(2)R1和R2並聯的總電阻以及

R3和R4並聯的總電阻分別為R12=R1R2：(R1+R2)=4X6：(4+6)=2.4歐

R34=R3R4：(R3+R4)=12X4：(12+4)=3歐電路中的總電流為I=U：

(R12+R34)=5.4：(2.4+3)=1安用I’ 1表示此時R1中的電流，I’4表示此

時R4中的電流， 則由並聯分流的規律可得I’ 1=(R2：R1+R2)I=6：

(6+4)=0.6安I’ 4=(R3：R3+R4)I=12：(12+4)=0.75安顯然，在R4中有

0.75安的由d流向b，比由a流向d的電流多0.15安，這多出來的電流

只能是由c流向d的，即電流表的示數為Icd=I’ 4-I’ 1=0.75-0.6=0.15安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3)R1和R4並聯的電阻以及R2和R3並聯的電阻分別為R14=R1R4：

(R1+R4)=4X4：(4+4)=2歐R23=R2R3：(R2+R3)=6X12：(6+12)=4歐電

路中的總電流為I”=U ：(R14+R23)=5.4：(4+2)=0.9安R3和R4中的電

流為I” 3=(R2：(R2+R3))I”=(6：(6+12))X0.9=0.3 安I” 4=(R1：

(R1+R4))I”=(4：(4+4))X0.9=0.45安電流表的示數為

Iab=I” 4-I” 3=0.45-0.3=0.15安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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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10.用粗細均勻，電阻為90 歐姆的金屬線繞成一個閉合圓環。用導

漿在A 點固定相連，P 為滑片能在圓環線上滑動，且保持良好接觸，

電源電壓保持10 伏不變。圖6-17 (1)當P 滑至距A 點為圓周長1/3 的

B 點時，求電流表的示數。(2)通過運算說明當P 滑至離A 點為多少

圓周長時，電流表的示數最小?並求出最小電流值。(3)滑片P 能否十

分接近A 點?為什麼?  

學生

思考 

發

展 

【分析】圓環由粗細均勻的電阻線繞成，電阻的大小跟一電阻線的長

度成正比， 當P滑到離A點三分之一圓周長時， 就把圓環分成上，下

兩部分，設下面部分1/3圓弧長的電阻為R下，上面2/3圓弧長的電阻為R

上，則R下=90x1/3=30歐，R上=90x2/3=60歐。閉合開關時， 電流從A點

分別流經上，下兩條獨立支路到達B點。A、B間的電阻由R上和R下並聯

而成，A表的示數即並聯電路的總電流。當滑片P沿圓環滑動時，R上

和R下隨著變化，當R上和R下並聯的總電阻達到最大值時，電路中的總

電流即電流表的示數最小。滑片P滑動過程中能否十分接近A點，應從

接近時，電阻、電流的變化能否影響電路的正常工作去考慮。 

學生

思考 

應

用 

【解】(1)滑片P在B點時，R下=30歐，R上=60歐。R

總=R上R下：(R上+R下)=30x60：(30+60)=20歐I總=U：R

總=10：20=0.5安即電流表的示數為0.5安(2)設P沿圓

環滑到C點時，電流表示數最小，這時並聯部分的

總電阻  R’=R 上R下：(R上+R下) 其中R上R下=((R上+R

下)2-(R上-R下) 2)：4 當R上=R下， 即上面部分的圓弧

長等於下面部分圓弧長，C點和A點等分圓周時R上R下=(R上+R下) 2：4具

有最大值,這時R’=(R上+R下) 2：4(R上+R 下)=(R上+R下)：4具有最大值。電

路中的電流,即電流表的示數有最小值I’=U：R’=4U：(R上+R下) 題中當

滑片P滑到圓環一半長時，即C點離A點為1/2圓弧長時，總電阻最大：

R’=(R上+R上)4=90：4=22.5歐，這時電流表示數最小，I’=4U：(R上+R

下)=4X10：90=0.44安(3)由R’=R上R下：(R上+R下)可知當滑片接近A點時，

R上或R下接近於零，總電阻R’接近於零，I接近無限大， 電流遠遠超過

電流表的量程， 損壞電流表和電源，所以滑動過程中，滑片不能十

分接近A點。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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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一、填空題1.電阻R1 為8 歐，允許通過最大電流3 安，電阻R2 為6 

歐，允許通過的最大電流為2 安。若將它們串聯後接入電源， 則電

源電壓最大值為___； 若將它並聯後接入電源， 則電源電壓最大值

為_____。 

學生

思考 

發

展 

2.量程為3伏的電壓表，本身的電阻為1000歐， 要把它改裝成量程

為30伏的電壓表，需要__聯一個阻值為____的定值電阻。用改裝後

的電壓表測量18伏電壓時，原表盤上的讀數為___伏。 

3.量程為1安的電流表，本身的電阻為0.1歐要把它改裝成6安的電流

表，需要___聯一個阻值為___的定值電阻。如果改裝後的電流表測

量某電路中的電流，原表盤上的讀數為0.6安，則此電路中的實際電

流為____。 

4.圖6-18所示的電路中，三個完全相同的電阻R，已知通過B點的電

流為I，A、B兩點間所加電壓為U，則電流表示數為____，電壓表示

為____。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5.四隻阻值分別是4歐、4歐、2歐、1歐的電阻，把它們連接起來，

所能得到的最大阻值是___，最小阻值是____。 

6.把一段導線圍成正方形，測得A、B兩點間的電阻為15/16歐姆，B 點

為這個邊的中點，則正方形每邊的電阻為___歐姆。 

7.圖6-20所示電路中，R1=R2=R3=R4=3歐， 電源電壓為12伏， 則電

路總電阻為__，電壓表示數為__，電流表示數為____。 

8.物理小組製作了一個自動控制器，其中有一個調壓電路如圖6-21 

所示。滑動變阻器的最大阻值是100歐，負載電

阻R’的阻值為100 歐，AB間電壓為10伏且保持

不變。使用過程中發現這個電路的調壓范圍和原

設計不符，檢查如果是圖中F處的導線折斷，當

滑動頭P由上向下滑動時，如果電路完好，CD兩

端的電壓變化範圍是____伏。現F點導線折斷，

CD兩端的電壓變化範圍是___伏。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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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9.圖6-22 所示電路中，三隻燈泡L1、L2、L3 的電阻之比1：3：

5，當S1，S2 均斷開時通過這三隻燈泡的電流強度之比____，

當S1、S2 均閉合時，燈泡兩端的電壓之比為____，通過它們的

電流之比___。 

學生思考 

發

展 

10.如圖6-23 所示，變阻器R1 的阻值變化範圍為

0~R0，定值電阻R2=R0，電路兩端的電壓U 保持

不變。當滑片P 位於R1 的中點時，R2 兩端的電

壓U’=_____U。如果調節滑片P，使R2 兩端的電

壓為2 U’，則此時變阻器R1 的兩部分阻值之比

Rap/Rpb=___。 

11. 銅、鐵兩根導線， 長短粗細都相同， 並聯

在某電路中， 通過它們的電流分別是I 銅和I 

鐵，它們兩端的電壓分別為U 銅和U 鐵，則A.I銅=I

鐵，U銅>U鐵     B.I 銅>I鐵，U銅>U鐵C.I銅=I鐵，U銅<U

鐵     D.I 銅>I鐵，U銅=U鐵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12.圖6-24所示的和電路中， 同種元件的參數均相同， 能利用

滑動變阻器調節電燈從亮到熄滅的正確電路是------------[ ]  

13.用圖6-25甲所示的滑動變阻器接在圖6-25乙所示的電路中

的A、B 兩點間，組成一個調光電路，現使滑片P向a端移動的

過程中，燈泡變暗，則可連接的接線柱是-----------------[  ] 

A.a和b  B.b和c   C.b和d  D.c和d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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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4.圖6-26所示， 電源電壓不變， 當滑動變阻器的滑片P由

中點向a端滑動過程中，通過小燈泡的電流變化情況是---[ ] 

A.逐漸變大 

B.逐漸變小，直至為零 

C.先變大後變小，直至為零 

D.先變小，後變大 

學生思考 

發

展 

15.兩個電阻R2=1/9R1， 將它們並聯後接入電路中， 則通過

的電流強度是乾路中電流強度的------------------[  ]  

A.1/9   B.1/10    C.9/10     D.8/9  

16.如圖6-27所示電路中，當滑動變阻器滑片P向右滑動時，

各電表的示數--------------------[  ]  

A.A1表變小，A2表不變，V表變大   

B.A1表不變A2表變大，V表變小 

C.A1表變小，A2表不變，V表不變 

D.A1表變小，A2表變小，V表不變 

學生思考學

生思考 

應

用 

17.如圖6-28所示電路中， 電源電壓保持不變， 閉合開關後

發現燈泡不亮，電壓表示數為6伏，則--------[ ]  

A.電燈泡L可能斷絲   

B. L、R1、R2都是好的，開關觸片斷開 

D.L是好的，R1、R2都短路  

C.L是好的，R1、R2至少有一個斷路 

18.如圖6-29所示的是電路的一部分，其中R1=5歐，R2=1歐，

R3=3 歐，I1=0.2安，I2=0.1安，則電流表的電流為-------[ ] 

A.0.15安，方向向左     B.0.2安，方向向右 

C.0.2安，方向向左      D.0.3安，方向向右 

學生思考學

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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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9.把一電阻R的均勻電阻絲彎折成一個等邊三角形abc，圖6-30，

d 為底邊ab的中點如cd間的電阻R1為9歐，則ab間電阻R2值是---[ ] 

A.36歐       B.12 歐          C.8 歐        D.0 歐 

學生思考 

發

展 

20.如圖6-31 所示電路中，R0 為定值電阻,阻值為10 歐，R’為滑

動變阻器， 它的最大阻值為10 歐， 電流表量程為0~0.6 安， 電

壓表的量程為0~3 伏， 電源電壓12 伏保持不變， 為使電路能

正常工作，定值電阻Rx 的阻值至少應為-----[ ]  

A.10 歐        B.20 歐        C.30 歐          D.40 歐 

 

 

 

 

21.當電源電壓不變時，電鍵閉合後用電壓表測得ab間電壓為12

伏，電源電壓恒為12伏。這一現象說明---------[ ]  

A..燈泡L，電阻R1和R2都是好的   

B.燈泡L，電阻R1和R2都是壞的 

C.電阻R1和R2是好的，燈泡燈絲斷了 

D.燈泡L是好的,R1和R2都是壞的，或者其中有一個是壞的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22.在研究電流的熱效應時， 為了比較兩根不同的電熱絲放出熱

量跟電阻的關係，應該同時保持兩者的--------[ ]  

A.電壓及電流相同       B. 電壓及通電時間相同 

C.電流及通電時間相同   D. 電壓、電流及通電時間都相同 

23.圖6-33所示電路中，a 、b兩點間的電壓為4伏，R1=4歐、R2=4

歐，R3=2歐，三個電流表的示數分別是-----[ ]  

A.1安、2安、2安       B.1 安、1安、2安 

C.1安、2安、4安       D.1 安、1安、4安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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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24.圖6-34所示的電路中，a 、b是兩只電表則--[ ]  

A.b應該是電壓表   B.b應該是電流表   

C.a應是電壓表     D.以上說法都不對 

學生思考 

發

展 

三、計算題 

25.如圖6-35所示， 電源電壓不變，L的電阻

為R， 滑動變阻器的滑片在中點和上端時，

電壓表的示數之比為3：4，求R與Rab之比。 

26.在圖6-36中，AB間的電壓恒定不變， 當

閉合電鍵時， 電流表和電壓表的讀數分別是

1A和1.4V， 當移動變阻器的滑片至中點時， 

電流表和壓表的讀數分別為0.6A和3V， 試求

電阻R1的值， 變阻器R2 的最大阻值和A、B兩

端的電壓?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27.為了檢驗一個電壓表是否准確， 可採用圖6-37的電路， 知定

值電阻R1=5歐，電流表是准確的，當滑片P移動，電流表的示數

分別是0.24安和0.5安時， 電壓表的示數分別是1.3伏和2.6伏， 通

過計算說明這只電壓表是否准確?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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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六章歐姆定律 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歐姆定律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28.圖6-38 所示的電學黑箱(圖中粗線方框所示)中有兩個電

阻， 一個是8 歐的電阻R0， 另一個是未知電阻Rx 的值，當

開關S 與C 連接時，電流表示數為1 安，電壓表示數為8 伏；

當S 與D 連接時，電流表示數為1A，電壓表示數變為10 伏。 

(1)在圖示的黑箱中畫出2 個電阻及3 條導線的連接圖 

(2)求出Rx 的阻值。 

學生思考 

發

展 

29.有種家庭用小型彩燈串，由24只小

燈泡串聯而成，接在20V的電源上，

使用中由於某一隻小燈泡被燒壞而使

全部小燈泡的燈絲被燒斷,現給你一

隻電壓表，你如何查找故障所在?若手

頭只有一隻相同規格的小燈泡，又應如何查找故障所在?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30.某同學在木板上安裝如圖6-39所示的3只燈泡，已知燈泡

L1，和L3的電阻分別為R1=5歐，R3=20歐， 連好電路後要測電

源電壓時，發現連接電壓表的導線長度不夠， 於是他把電壓

表接在A、C兩點發現讀數為10伏， 接在B、D兩點時讀數為

25伏， 則此時電源電壓為多少伏?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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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一節電功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電功率及其公式計算。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電功電流通過導體要做功，具體表現為電流的三大效應―─熱

效應、化學效應和磁效應，電流做多少功，就有多少電能轉化

為其他形式的能，所以常用電流做功的多少來量度有多少電能

轉化為其他形式的能。 

學生思考 

發

展 

在某段電路上電流所做的功，跟這段電路兩端的電壓，電路中

通過的電流以及通電時間成正比。即： W=UIt  

此式是計算電功的普遍適用的公式，除此之外，在純電阻電路

中(電能全部轉化為熱能)還可用以下公式計算電功               

W=I2Rt                 

W=(U2/R)t                 

W=Pt                

W=UQ  

電功國際單位是焦耳，但在實際應用中也常用千瓦時(KWh) 

也稱之為度來作為電功的單位 1 千瓦時=3.6 x 106 焦在實際

生產和生活中，常用電能表測量電功，即是測量電路中消耗電

能的儀錶。 

學生思考學

生思考 

應

用 

電功率 

電功率是描述電流做功快慢的物理量，所以它定義為：單位時

間內電流所做功的多少     P=W/t=UI  

此式是計算電功率普遍適用的式子，除此之外，在純電阻電路

中還可用下列幾個公式計算電功率。 

P=I2R      

R=U2/R  

為了知道用電器是否正常工作。常在用電器的銘牌上標有額定

電壓、額定電流或額定功率，用電器正常工作的電壓秒額定電

壓，正常工作時的電流稱額定電流，正常工作時消秏的功率稱

為額定功率，只有當用電器兩端的電壓等於額定電壓時，通過

用電器的電流才等於額定電流，用電器消秏的功率才等於其額

定功率。 

學生思考學

生思考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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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二節焦耳定律 

教學目標  1.知道何為焦耳定律。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在串聯電路中，功率與電阻成正比，即：  

P1：P2=R1：R2  

P1：P=R1：R  

且有電路中消秏的總功率等於各個導體上消耗的功率之和，即    

P=P1+P2+P3+......Pn  

學生

思考 

發

展 

在並聯電路中，導體消耗的電功率與其電阻成反比，即 R1：P2=R2：

R1  

P1：P=R：R1  

且有電路中消耗的總功率等於各個導體上消耗的功率之和。在實驗室

常用伏定法測導體消耗的電功率，用電壓表測出導體兩端的電壓，用

電流表測出此時通過導體的電流，用P=UI 算出導體消耗的功率。在

日常生活中也可用電能表和計時器粗略測量芋用電器的功率：用電能

測出在一定時間內電流通過某用電器所做的功，利用P=W/t 算出功

率。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焦耳定律 

電流通過導體時， 導體發熱的現象叫電流的熱效應， 電能通過導體

產生的熱量，跟電流的平方成正比，跟導體的電阻成正比，跟通電的

時間成正比，即:這一結論叫焦耳定律  Q=I2Rt 

在純電阻電路中，電流所做的功全部轉化為內能，故有W=Q, 而在非

純電阻電路中，電流所做的功只有一部分轉化為內能，而別一部分轉

化為其他形式的能。（如電功機做功時將有一部分電能轉化為機械能）

故有W>Q        Q=Pt  

家庭電路 

家庭電路是由進戶綫，電能表，閘刀開關，保險絲盒，開關，插座，

用電器等部分組成。。進戶綫由“火綫”和“零綫”組成，火綫和零綫間

的電壓為220 伏。動力綫路的電壓為380 伏。不高於36 伏的電壓稱

為安全電壓。保險絲是在電路中電流增大到危險以前， 自動熔斷， 切

斷電路，從而保護電路的安全，它是由電阻率較大熔點較低的合金構

成的，通常以額定電流來表示保險絲的規格。白熾電燈有卡口和螺絲

口兩種，其中螺絲口燈泡的螺旋套一定要接在零綫上、它們都是根據

電流的熱效應製成的。造成家庭電路電流過大的原因。1.)短路，2.)

電路的總功率過大。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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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1.一隻電能表的盤面上柰有3000R/KWh 字樣，如果它的轉盤

過30 圈， 則電路中電流的功為多少？若轉30 圈所用的時間為6 

分鐘，電路中用電器的功率是多少？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一般家庭用的電能表上都標有每千瓦時的轉數。如3000 

R／KWh 。它的意思是電能表的轉盤每轉過3000 轉， 用電器

消耗一千瓦時的電，由此電能表轉n 轉，消耗的電能即電流所做

的功為n/3000 千瓦時，再利用P=W/t 就可算出用電器的功率。

【解】本題中n=30 圈，t=6 分鐘=360 秒 W=n/3000 千瓦時

=30/3000 x 3.6 x 106 焦耳=3.6 x 104 焦用電器的電功率。       

P=W/t=(3.6 x 10^4)/360=100 瓦 

學生思考 

應

用 

例2. 某電源電壓一定，當把電阻R1 和R2 並後接在此電源兩極間

時，R1 上的電功率為36 瓦，R2 上的電功率為18 瓦，若把R1 和

R2 串聯後接在此電源兩極間時，此串聯電路上消耗的總功率為

多少？此時R1 上消耗的電功率為多少？ 

【解】用U 表示電源電壓，根據公式P=U2/R  

可得: R1=U2/36  

R2=U2/18     

顯然，R2=2R1 當R1 和R2 串聯以後接於電源兩極間時， 

則有： P 串＝U2/(R1+R2) ＝U2/(U2/36+U2/18)＝12 瓦 

設在此串聯電路中R1 和R2 各自的電功率為別為P1 和P2，由於兩

者中的電流相等。 

故有：P1：P2=R1：R2=1：2 

      P1+P2=12 瓦         解得P1=4 瓦  

例3.現有“110V 100W”“100V 40W”“11V 25W” 的燈泡各一個，

把它們接在220 伏的電源上，要使三盞燈都正常發光，設有各種

電阻可選用，試分析最佳組合方案是什麼？並畫出所採用的電

路。 

【分析】三燈正常發光時，通過它們的電流分別為：

I1=P1/U1=100/110=0.91 安 I2=P2/U2=40/110=0.37 安 

I3=P3/U3=25/110=0.23 安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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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由於三燈的額定電壓都是110 伏，故它們均不可直接接於電源兩

極之間，而必須用另外的合適電阻與之串聯後接入電路中，利用

串聯分壓的道理使燈恰好獲得其額定電壓而正常發光，這樣也就

導玫了串入的附加電阻要消耗一部分電功率，對於本題只要求燈

正常發光的要求來說，這部分功率是浪費的。題目要求的“最佳

組合”就是要在保證三燈正常發光的前提下，使這部分浪費的功

率越少越好。而電源的輸出功率等於三燈正常消耗的功率加上這

部分浪費的功率， 於是， 題目要求的最佳組合又可轉化為:在

保證三燈正常發光的前提下，使電源的輸出功率越少越好，電源

的輸出功率P=UI 其中U=220 是一定的，即要求通過電源的電流

值越小越好。 

學生思考 

發

展 

一種可採用的情況是：將三燈並聯後，再與一個合適的電阻串

聯，再接入電路，此時電源輸出的電流為三燈電流之和，即。

IA=I1+I2+I3=1.51 安另外一種可以採用的情況是：使其中兩燈並

聯作為一部分，再將第三燈作為第二部分，比較這兩部分的電

阻，再取一合適電阻與其中電阻較大的部分並聯，使所取合適電

阻能最後第一，二兩部的電阻相等，則將這兩部分串聯接入電路

中，每部分都分得110 伏電壓而使各燈能正常發光， 例如若使

題述的第一,二兩燈並聯作為第一部分，題述的第三燈再與一合

適電阻並聯作為第二部分，這樣兩部分串聯後接入電路，此時電

源的輸出電流為 IB=I1+I2=1.28安 

學生思考 

應

用 

顯然，上述的第二方案優於第一方案，而第二方案中還可選擇燈

的不同組合來減少電源的輸出電流， 由前述的I1、I2、I3 比較，

可得能使電源輸出電流最小的方案是以第一燈作為第一部分，以

第二、三燈和一合適電阻三者並聯作為第二部分，這時電源的輸

出電流為 IC=I1=0.91  

安電源的輸出電流不可能小於一盞燈

的電流也就不能比上述的IC 再小了，可

見，上述最後一個方案是最佳方案。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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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解】由上述分析，最佳方案的電路是圖7-1 所示，其中L1、

L2、L3 分別代表“110V 100W”“100V 40W”“11V 25W” 的電

燈。R 為選用的一個“合適電阻”，其阻值可計算如下。由於L1、

L2、L3 都正常發光，則它們各自均通過自己的額定電流，則由

圖可見通過R 中的電流應為 IR=I1-(I2+I3) 

=0.91-(0.37+0.23)=0.31 安此時，加在R 兩端的電壓應為

UR=110 伏。 

學生思考 

發

展 

電歐姆定律可得：R=UR/IR=110/0.31=355 歐 而此時R 的發熱

功率為 PR=IR 2R=0.312 x 355=35 瓦。 

故選用的電阻R應為：阻值為355歐，額定功率不小於35瓦。 

例４.一座小型水電站，輸出的電功率是20 千瓦，輸電電壓為

25 伏，若干電導線的總電阻是0.5 歐姆，那麼輸電線路上損失

的電功率是多少？用戶得到的電功率是多少？假如用400 伏

電壓輸電，導線上損失的電功率和用戶得到的電功率分別為多

大？ 

【分析】雖然水電站輸出的電功率不變，但是由於輸電電壓不

同。必然要引起輸電電流的變化，從而導玫線路損耗的不同。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解】採用250 伏的電壓輸送，I=R/U=(2 x 104)/250=80 安線

路上損失的功率 P 線=I2R 線＝802 x 0.5=3.2 千瓦用戶得到的電

功率 P 用=P-P 線=20-3.2=16.8 千瓦採用400 伏的電壓輸送時  

I'=P/U'=(2 x 104)/400=50 安線路上損耗的功率  

P'線＝I'2R 線＝502 x 0.5=1.25 千瓦用戶得到的功率  

P用＝P-P'線=20－1.25＝18.75千瓦 

例5.圖7-2 所示電路為測定煤油比熱的實驗裝置，電阻絲放在

品質為500 克煤油中，鋁制容器的品質為0.1 千克，煤油的初

溫為18 度，通電後，電壓表示數為60 伏，電流錶示數為5 安，

經過3 分鐘煤油的溫度上升到65 度，求煤油的比熱〔C鋁＝8.8 

x 102焦/(千克 x 度)〕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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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分析】用電流錶，電壓表測出電阻絲中的電流和兩端的電壓，

利用碼錶式鐘錶測出加熱時間，根據焦耳定律算出電流通過電阻

絲產生的熱量，由於電阻絲浸泡在液體中，電阻絲產生的熱量全

部被煤油吸收，若不計熱損失，電阻絲產生的熱量就等於液體和

鋁制容器吸收的熱量和，即 Q 放=Q 液吸+Q 鋁吸再根據題給的其他

條件，即可算出液體的比熱。 

學生思考 

發

展 

【解】電焦耳定律得電阻絲產生的熱量  

Q 放＝I2Rt=UIt =60 x 5 x 3 x 60=5.4 x 

104 焦Q 放＝Q 液吸+Q 鋁吸5.4 x 104=C 

煤xm 煤x△t+C 鋁xm 鋁x△t     =C 煤

x0.5x(65-18)+8.8x102x0.1x(65-18) 解

得C煤=2.1x103焦/(千克x度)  

例6.一台電動機的額定電壓為220 伏， 正常工作時通過的電流

是50 安，線圈電阻為0.4 歐，求(1)該電動機消耗的功率是多少? 

(2) 它的發熱功率是多少? (3) 電動機的效率多高? (4) 若用此電

動機勻速提起1.2 噸的物體，則物體上升的速度是多少? 【分析】

電於電動機不是純電阻用電器， 它的消耗的電能中大部分轉化

為機械能，一部分轉化為內能，根據能的轉化與守恆定律，電動

機消耗的電能=機械能＋內能，則電動機的功率P電=P機+P內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解 

1.電動機消耗的功率 P 電＝UI=220x50=1.1x104 瓦       

2. 電動機發熱的功率 P 熱=I2R=502x0.4=103 瓦       

3. 電能轉化為機械能的功率 P 機＝P 電－P 熱=1.1x104-103=10^4 

瓦電動機的效率η＝P 機／P 電=104/1.1x104=91%       

4. 因物體勻速上升       

F=G=mg=1.2x103x9.8=1.176x104 牛 

由P 機＝Fν 得ν=P機／F=104/1.176x104=0.85米/秒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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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7.如圖7-3 所示，AB 兩端電壓為3 伏，變阻器R0 的滑片P 位於它

的中點上， 已知R1=0.5R0， 閉合開關S， 測得R1 的功率為0.25 瓦，

求P 位於變阻器的中點時，S 閉合前後變阻器消耗的功率 

學生

思考 

發

展 

【分析】該電路屬於一個混聯電路， 將圖7-3 電路改成圖7-4，則有

R1=R2=R3=R(其中R2+R3=R0)，R1 與R2 關聯再與R3 串聯  

【解】S 閉合時，R 總=RCD+R3 因為RCD=R/2，所

以R 總=1.5R I=UAB/R 總=3ν/1.5R 得IR=2 伏  

又因為P1=I1 2R1=1/4I2R=0.25 瓦所以I2R=1 瓦   

/ 得I=0.5 安 

從 式得R=4 歐S 閉合時，變阻器消耗的功

率為P 閉=P2+P3=(0.5I) 2R+I2R=1.25 瓦S 斷

開時，變阻器消耗的功率為P斷=UAB 

2/2R=32/(2x4)=1.125瓦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例8.某些地區的家庭電路，在晚間用電高峰時用戶得到的電壓明顯低

於220 伏， 因而造成白熾燈昏暗， 有些日常燈無法正常啟動，這是

為什麼? 怎樣才能有效地改善這現象?  

【分析】實際輸電線路都是存在一定電阻，為便於分析，將兩條輸電

線電阻等效為R0，如圖7-5，其中U1為輸出電壓220伏，U2為用戶用電

器兩端實際電壓。當接入電路中的用電器較少時，用電器消耗電功率

也較小， 據P=UI可知， 電路中的電流較小， 因而由歐姆定律可得

U0=IR0，即導線上分得電壓也較小，因為用電器與導線構成串聯電

路，故有U1=U0+U2所以在通常情況下， 接入電路中的用電器較少， 通

過導線中的電流較小， 又由於導線的電阻很小， 故U0≈０因此U1≈U2 

而當進入用電高峰時， 即圖7-5中接入電路中的用電器增多，玫使電

路中的電流增大，從而輸電導線所分得的電壓值明顯增大而不能忽

略，這時將表現為U1>U2，即用戶得到的電壓(用電器兩端電壓)明顯低

於220伏。要想改善這種現象，就必須設法降低U0的數值，據歐姆定

律可得：U0=IR0因此減小U0的方法有兩條思路，一是減小輸電導線電

阻，具體做法是選用導電性能更好的材料製成輸電導線，式增大輸電

導線的橫截面積，二是減小輸電電流，在輸電功率一定的情況下， 採

用升壓的方法減小輸電電流， 其道理是， 據P=IU 在輸出功率一定

的情況下，輸出電壓U越高，輸電電流就越小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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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三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9.電烙鐵使用前需要一定的預熱時間因而即使暫時不用也要將它

接到電源上， 但這樣既費電又會造成烙鐵頭氧化而不易沾錫， 所

以有時採用圖7-6 電路， 在暫不需要焊接時， 斷開電鍵S， 使電

烙鐵處於預熱狀態， 當需焊接時， 閉合電鍵S， 就能很快達到焊

接溫度現給一個 “220V 25W” 的電烙鐵預熱，若燈絲的電阻為800 

歐，則在預熱狀態下，電烙鐵消耗的功率為多少瓦?整個電路消耗的

功率是電烙鐵正常工作時消耗功率的百分之幾(設電烙鐵及燈絲的

電阻不隨溫度變化)  

學生

思考 

發

展 

【分析與解答】電題意可知，電源電壓不變在電烙鐵處於預熱狀態

時，相當於電烙鐵與燈泡兩個電阻串聯在電路中，據P=U2/R 可知電

烙鐵的電阻為R1=U2/P=2202/25=1936 歐，所以預熱時的總電阻

R=R1+R2=1936+800=2736 歐此時通過燈泡及電烙鐵的電流大小可

根據歐姆定律求得，即I=U/R=220/2736=0.08安 

 

學生

思考 

應

用 

因電烙鐵與燈泡構成串聯電路，所以通過它們電流均為0.08 安，據

P=I2R 可知此時電烙鐵消耗的功率為P'=0.082x1936=12.4 瓦同理：

此時整個電路消耗的功率閎P=I2R=0.082x2736=17.5 瓦電於電烙鐵

正常工作時消耗的功率為P0=25 瓦，所以此時整個電路消耗的功率

占電烙鐵正常工作時消耗功率的百分比為    P/P0=17.5/25 x100% 

=70%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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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一、填空題: 1.一位同學家裏在上月底抄表時， 電

度錶的讀數是 若他家有40 瓦的電燈6 盞70 瓦的

彩電一台， 平均每天都使用4 小時，本月共30 天，

則本月底抄表時電度錶的示數為 

學生

思考 

發

展 

2.一燈泡標有“220V 110W ” 字樣，若將它接在電壓為110 伏的電源

上，其實功率是____瓦，設這個燈泡正常工作電阻為R1,在實驗室用

伏安法測得燈絲的電阻為R2，則R1___R2(選填“大於” “ 小於” “ 等於”) 

3.安裝照明電路時，必須把電燈開關接在____線上，螺絲口燈座的

螺旋套只准接在_______線上，以保證安全。 

4.手邊有一個36伏的電源,一個電鍵和一些規格相同小燈泡，設每個

燈泡正常發光時， 電流強度都是2安， 電阻都是6歐， 如果用這些

材料來照明，（１）可把_____個小燈泡___起來後接到電路中，達

到正常發光相的，（２）用電壓表測量每個燈泡雨端電壓時應接在

_________伏的量程上。 

5.輸電線的電阻是0.5歐，輸送功率是1.0x105千瓦，輸電電壓是1.0x 

106伏，則輸電線路中電流強度是__，輸電線路上的發熱功率是___。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6.甲、乙兩只電爐，並聯在電壓不變的電源上，相同的時間t內產生

熱量分別為Q1和Q2若將這兩只電爐串聯後再接到同一電路， 則在時

間t內產生的熱量是_______。  

7.材料和長度均相同，粗細均勻的兩根電熱，甲質是乙1/2，把它們

並聯接入電路中，產生的熱量Q甲_____Q乙(填大於，小於，等於) 

8.一般地說，用電器的工作電壓並不等於額定電壓，家庭裏通常不

備電壓表，但借助電能表可以測出用電器的實際工作電壓， 現在家

庭電路中只接入一個“220V 1500W”的電熱水壺，測得電能表的轉盤

轉過125轉的時間為121秒，(該電能上標有3000R/KWh字樣)，此時

加在電熱水壺上的實際電壓是______。  

9.一個實驗的電動機與電流錶串聯接在6伏直流穩壓電源上， 帶動

輕負荷轉動， 電流錶的示數為1安， 當電動機停止工作時， 用萬

用表測得其電樞電阻為1.2歐，則其工作時電流做機械功的功率為

______瓦，該電動機的效率為_____。  

10.有兩只燈泡，分別標有“200V 15W” 和“220V 100W”字樣，如將

它們串聯接在電壓為380伏的電源上，則可能燒壞的燈泡是___。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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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二、選擇題11. 電爐通電後， 電爐絲熱得發紅， 而跟電爐連接的

銅導線卻不那麼熱，這是因為------------------------------[  ]  

A.通過銅導線的電流小，所以它消耗的電能也較小 

B.電爐絲和銅導線消耗的電能桐同，但銅導線散熱快，所以就不那

麼熱 

C.通過電爐絲的電流大，所以它消耗的電能較多 

D.銅導線的電阻小,所以它消耗的電能少 

學生

思考 

發

展 

12.有兩個小燈泡， 只標有額定電壓， 都是6.3伏， 串聯起來接到

電源上，亮度不同，在哪個燈泡的額定功率比較大時，要用到以下6 

句話 

(1)較亮的燈電阻較大。            (2)從關係式P=I2R可以知道。 

(3)串聯時流過兩個燈泡的電流相同。(4)從關係式P=U2/R可以知道 

(5)在相同的電壓下工作時，燈泡的電功率跟它的電阻成反比。 

(6)所以，串聯時較暗燈泡的額定功率大-----------[ ]  

A.(2)(1)(3)(4)(5)(6)    B.(2)(3)(1)(4)(5)(6)  

C.(4)(5)(2)(1)(3)(6)    D.(3)(2)(1)(4)(5)(6)  

13.燈泡A 上標有“220V  100W” ，燈泡B 上標有“220V  25W” 若

將A 和B 串聯起來接於電路中，為使兩燈均不至損壞，則此電路的

電壓不應超過------------------[  ]  

A.440 伏   B.330 伏  C.275伏   D.220伏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14.在遠距離輸電時，輸電線電阻一定，那麼輸電線上損失的功率 

A.跟輸送電功率成正比，跟輸電電壓成正比 

B.跟輸送的電功率的平方成正比，跟輸電電壓的平方成反比 

C.跟輸送的電功率的平方成反比，跟輸送電壓的平方成正比 

15.一個電阻接在電路中，每分鐘產生的熱量為Q，若要它每分鐘的

熱量為1/4Q，則可行的辦法是---------- [  ]  

A.將它兩端的電壓改為原來1/4    B.將它對折以後接入電路中 

C.將它兩端電壓改為原來的2 倍  D.將A、B兩項揞施同時採用 

學生

思考 

 

 

 

 



初三物理奧林匹克 
物理 

2011/2012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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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6.a、b 兩根電熱絲,給a 加電壓u， 它3分鐘放出的熱量

為Q，給b 加電u,它6 分鐘放出的熱量為Q 
 1.)若將a 、b串聯起來加上電壓，它們共同放出熱量2Q 
所需的時間------------------[  ]  
A.2 分鐘   B.4 分鐘  C.9 分鐘    D.18 分鐘  
2.)若將a 、b並串聯起來加上電壓，它們共同放出熱量2Q
所需的時間------------------------[  ]  
A.2分鐘    B.4鐘     C.9分鐘     D.18分鐘 

學生思考 

發

展 

17.有下列一些現象： 

(1)燈座中的兩個線頭相碰。 

(2)開關中兩個線頭相碰。 

(3)電路中增加了大功率的用電器。 

(4)戶外電源線絕緣皮破損． 這些現像中， 可能引起熔絲熔

斷的是 

A.(1)(2)(3)(4)  B.只有(1)(3)  C.只有(2)(3)   D. 只有(1)(4) 

18.一隻鳥落在電壓輸兒的祼線上不會觸電是由於--------[ ]  

A.鳥是絕緣體          B.鳥生命力特別強，能耐高壓 

C.鳥只停在一根電線上，兩爪之間電壓很小，通過的電流很

小 

D.電線上的電壓是安全電壓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19.如圖7-7 所示電路中，滑動變阻器的最大阻值為R1，定值

電阻為R0，已知R>R0，在滑動變阻器的滑片緩慢地從左端移

到右端的過程中變阻器消耗的電功率的變化情況是------[  ]  

A.逐漸變大 B.逐漸變小 C.先變大後變小 D.先變小後變大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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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七章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第四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功和電功率、家庭電路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三．計算題:  

20.從商店買來一個電熱毯， 使用中有時感到溫太高， 現想

用一個幵關和一個電阻把它改裝成兩檔，使電熱毯單位時間

發熱量式為原來的數值或為原來的一半，廠家說明書上只寫

著額定電壓為220 伏，沒有其他電氣指標，請你設計一個方

案完成這項改裝，要求(1)畫出電路圖。(2)導出所用的電阻大

小計算式。(3)指明安裝時必須注意的問題。 

學生思考 

發

展 

21.有一個理發用的電吹風機， 由於說明書遺失，只知道它

額定電壓為220 伏， 沒有其他資料， 請你利用一般家庭用

的電能表(銘牌上標有3000R/KWh) 和一隻鐘錶．設計一種算

便方法，測定這只電吹風機的功率， 要求：(1)寫明實驗步

驟。(2)用字母代表所涉及的物理量，寫出計算電功率的公式。 

22.有一種塑膠工藝品加工製作過程中， 需要用98度的熱水

給塑膠加熱， 稱為水浴加熱法， 若容器中盛有1.5克98度的

水， 由於環境溫度較低， 使得熱水由於散熱而每分鐘降低

7度， 現用一根電阻為60 歐的電熱絲給水加熱，設電流產

生的熱全部被水吸收，則恰能保持98度的水溫，求在電阻絲

兩端應加多高的電壓。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23.一個電熱器由兩條不同電阻絲並聯構成這個電熱器與一

個阻值固定的電阻R0串聯接在電壓u恒定的電源上，如圖7-8

所示，若由於某種原因，電熱器中有一條電阻絲燒斷，別一

條仍完好，用這個燒斷一條電阻絲的電熱器，給水加熱，與

原來完好電熱器給同樣品質，同樣初溫的水加熱(設電熱均完

全被吸收並未血外界散熱)使水升高相同的溫度所需時間相

同，已知定值電阻R0=12歐，電熱器

完好時，定值電阻R0的發熱功率與

電熱器燒斷一根電阻絲後R0的發熱

功率之比為4：1，設電阻R0及電阻

絲的阻值不隨其中的電流的變化而

變化。求電熱器中完好的電阻絲及

燒斷的電阻絲原來電阻各是多少?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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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一節簡單磁現象 

教學目標  1.知道簡單磁現象。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磁性：物體具有吸引鐵鈷鎳等物質的性質叫磁性。判斷物體有無磁

性的方法：(1)看物體是否能吸吸引鐵鈷鎳等物質；(2)看物體是否具

有指向性， 即將它用細線懸掛且能在水平面內自由轉動，靜止時看

是否總指向南北；(3)利用磁極間相互作用規律:讓物體一端分別靠近

小磁鍼兩極，看是否能和小磁鍼某磁極相排斥。如果能，物體具有

磁性，否則物體沒有磁性。 

學生

思考 

發

展 

磁體：具有磁性的物體叫磁體。磁體可以分為天然磁體和人造磁體。

天然磁體是一種鐵礦石(即Fe304)，人類最先使用的磁體是天然磁體， 

現在人們所用磁體一般都是人造磁體，它是由鋼式其他合金製作。 

磁極： 即磁體上磁性最強的部分。每個磁體都有兩個磁極,指南的

磁極叫南極， 指北的磁極叫北極。南極又叫S極， 北極又叫N極。

磁極間相互作用規律：同名磁極相互排斥，異名磁極相互吸引。判

斷磁體磁極的方法：(1)根據磁體的指向性： 將磁體用細線懸掛， 靜

止時，指南一端為南極，指北的一端為北極。(2)利用磁極間相互作

用規律：磁體一端如與已知磁體N極相吸，則為S極，如上已知磁體

N極相斥，則為N極。  

磁化：使原來沒有磁性物體獲得磁性的過程叫磁化。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實驗表明， 任何物質在磁場中都會被磁化， 只是磁化程度不同，

按磁化程度強弱可分為強磁性物質和弱磁性物質。強磁性物質有這

樣兩個特點：一個是容易被磁化，二是外磁場撤去後磁性不會完全

消失，即仍然利餘一部分磁性，叫剩磁。強磁性物質按剩磁強弱可

分為磁性材料和硬磁性材料。硬磁性材料如鋼，磁化後磁性不容易

消失，軟磁性材料如鐵，磁化後的剩磁弱，易去磁。磁場的概念：

磁體周圍空間存在一種能傳遞磁極間相互作用的物殊物質，這種特

殊物質就是磁場。磁場的性質：磁場能對放入其中的磁體(或運動電

荷)產生力作用。磁場的方向： 磁場有方向。放在磁場中的小磁鍼n

極受力方向就是該處的磁場方向。磁感應線：為形象描述磁場，在

磁場中畫一些有方向的連續曲線，曲線上任何一點切線方向和放在

該點小磁鍼北極指向相同，這些曲線叫做磁感應線。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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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二節常見磁場 

教學目標  1.知道常見磁場的概念。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磁感應線的特點：(1)磁感應線為閉合曲線， 如通電螺線管外

部磁感應線由N極指向S極。(2)兩條磁感應線不會相交， 不然

某點將會有兩個磁場方向。(3)磁感應線的疏密可用來表示磁場

強弱。磁感應線疏的地方磁場弱,磁感線密的地方磁場強。 

學生思考 

發

展 

 

 

 

 

 

 

常見磁場1.永磁體磁場(1)條形磁體條形磁體周圍存在的磁場

分佈如圖8-1所示：(2)馬蹄形磁體芻碲形磁體周圍磁場的分佈

如圖8-2所示。2.地磁場地球本身是個大磁體，它周圍存在的磁

場就是地磁場。地磁的北極在地理上的南極附近， 地磁的南

極在地理的北極附近， 地磁的兩極和地理上的兩極並不完全

重合，這一現象最早是我國宋代科學家沈括發現的。靜止的小

磁鍼之所以能夠指向南北就是因為受到地磁場的作用。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電流磁場1820年，丹麥的物理學家奧斯特在一個靜止的小磁鐵

上方放一根與磁鐵平行直導線。當導線內通通電流時， 小磁

鐵偏轉一個角度。說明電流周圍存在磁場。常見的電流磁場有

以下幾種：(1)直線電流磁場直線電流周圍存在磁場的磁感應線

是以導線上各點為圓心的同心圓,這些同心圓所在的平面和導

線垂直。如圖8-3 所示：磁感線的方向可由安培定則(一)判定：

用右手握住導線，讓大拇指指向電流方向，則彎曲四指所指方

向就是磁感線方向。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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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二節常見磁場  

教學目標  1.知道常見磁場的概念。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2)通電螺線管磁場通電螺線管磁場和條形磁體磁場相似。通電

螺線管磁場的極性可用安培定則(二)判定：用右手握住螺線

管，讓彎曲四指指向電流方向，大拇指所指那端就是通電螺線

管的北極。 

學生思考 

發

展 

 

 

 

 

 

 

 

(3)環形電流磁場環形電流磁場的磁感線是圍繞壞形導線的閉

合曲線，在壞形導線的中心軸上，磁感線和環線平面垂直，如

圖8-4 所示，環形電流磁場的磁感線方向，也可以用安培定則

來判斷：讓右手彎曲四指和環形電流方向相同，那麼伸直的大

拇指所指方向就是環形導線中心軸上磁感應線方向。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4)電磁鐵和電磁繼電器電磁鐵就是帶有鐵芯的通電螺線管， 

電磁鐵的磁極與電流方向有關，磁場的強弱與電流強弱和線圈

匝數有關。電磁繼電器是利用電磁鐵製成的， 它的作用是低

壓.弱電流控制高壓，強電流，實現遠距離操作和自動控制。磁

場對電流作用實驗表明磁場會對放在其中的電流產生力的作

用，這種力叫安培力。安培力的方向由磁場的方向和電流方向

確定，可用左手定則來判定：伸幵左手，讓大拇指和四指垂直，

且和手掌在同一平面內，讓磁感應線垂直穿入手心，四指的方

向和電流方向一致，則大拇指所指的方向即是電流所受安培力

的方向。當電流方向和磁場方向垂直時，安培力最大，當電流

方向與磁場方向平行時，所受安培力為零。直流電動機就是利

用通電導線在磁場中受力的原理製成的，換向器的作用是每當

線圈剛轉過平衡位置時，改變一次線圈中的電流方向。直流電

動機將電能轉變為機械能。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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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三節電磁感應 

教學目標  1.知道電磁感應的概念。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電磁感應1.電磁感應現象：閉合電路中一部分導體在磁埸中做切割

磁力線運動， 導體中就會產生電流， 這種現象叫電磁感應現象。

電磁感應現像是1831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通過實驗發現的。感應中

產生的電流叫感應電流。 

學生

思考 

發

展 

2.右手定則：伸開右手，讓大拇指和四指垂直，且都和手掌在同一

平面內，讓磁感應線垂直穿入手心，大拇指方向和導體切割磁感應

線方向相同，則四指方向即為感應電流方向。利用右手定則可以判

斷感應電流的方向。 

3.發電機：發電機是利用電磁感應製成的，在發電機工作過程中，

機械能轉化為電能。我國使用的交流電週期為0.02秒，頻率為50赫

茲，每秒鐘電流方向改變100次。 

電能輸送 

1.電能輸送的途徑：發電站-升壓變壓器-高壓輸電線-降壓變壓器-用

電單位。 

2.高壓輸送的原理：由於電流的熱效應。所以在電能輸送過程中電

線發熱造成電能損失，在不減少輸電功率的前提下，為減少電能損

失，必須升高輸電電壓，減小輸電電流，所以在運輸電過程中采耳

高壓輸電。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例1靈敏電流計在搬運過程中，由於碰撞或振動會

使指針左右攞動，為計免指針受損必須減少這種

攞動，應採取何種方法?  

A.將電流錶的正負接線柱用導線連起來 

B.將電流錶的指標設法固定在刻度盤上 

C.將電流錶的指針拆下來，單獨存放 

D.將電流錶周圍用泡沬塑膠固定好 

[分析]靈敏電流計構造如圖8-5所示，靈敏電流計利用通電線圈在磁

場中受力，從而帶動指標偏轉來測定電流的大小。在搬動儀錶中，

由於碰撞，會使指針左右攞動，指針的左右攞動會帶動線圈在磁場

中切割磁感應線，這樣就會在線圈兩端產生感應電壓。如果我們將

正負接線柱連在一起就構成了回路，回路中就會有感應電流，感應

電流和磁場中又會受到安培力的作用，這個力的作用就會阻礙指標

的攞動，從而使指標得到保護。[答案]應選A.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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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四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和磁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2.一位同學用自己繞制的電磁鐵設一個能使甲、乙兩燈交替發光

的電路， 電磁鐵及電路圖如圖8-6(甲)所示， 你認為開關閉合後看

到的現像是什麼?請指更正後的電磁鐵及電路畫在圖右的空外處

(A、B閎活動接觸點的接線柱，BC間為鐵片。)  

學生

思考 

發

展 

[分析]當電鍵閉合後，電磁鐵所繞圈電流方向如圖中所示，碲形鐵

芯兩端產生的磁場互相抵消，所以電磁鐵沒有磁性，鐵片將不會被

吸下來，這樣，只有電燈甲被接通。因此只有甲燈亮。題目要求甲、

乙兩燈交替發光，這樣就要求一燈亮的同時電磁鐵具有磁性：磁鐵

由於具有磁性，將銜鐵吸下，此時另外一燈電路接通發光，而這個

燈和電磁鐵由於由路斷開而停止工作，這樣銜鐵恢復原位，開始新

的迴圈.電磁鐵實際上就是電磁幵關。根據下面分析，燈和電磁鐵應

屬於並聯關係。 

[解](1)看到的現象是否有甲燈持續發光。(2)連線如圖乙所示。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例3.如圖8-7所示，電源電壓為6V，小燈泡上標有[6V 3W] 的字樣，

輕質彈簧上端固定且和導線連接良好。當電鍵K斷開時， 彈簧下端

恰能和水銀槽裏水銀面接觸。當電鍵K閉合時，小燈泡將A.正常發

光B.不能發光C忽明忽暗D.以上三種性況都可能 

[分析]當電鍵閉合後， 由於水銀導電， 所以輕質彈簧上有電流通

過，如圖所示。每一個匝線圈都可以看成一個單獨的螺線管，上端

為N 極，下端為S極，相鄰部分為異名磁極，各線圈間相互吸引。

因為彈簧上端固定。彈簧長度縮短，A點離開水銀面，電路斷開，

線圈失去磁性，彈簧恢復原長，又和水銀面接觸，於是又開始重複

上述過程。這樣由於彈簧不斷上下振動，使A點時而拉觸水銀面，

時而離開水銀面，所以看到燈泡忽明忽暗。[答案]應選C  

學生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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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四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和磁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4.導線AB和CD與金屬導軌M、N緊密接觸，並可以無摩擦

滑動，磁感線垂直紙面向裏，如圖8-8所示，外力F拉著AB向

右運動，CD將會如何運動?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AB在外力F作用下磁場中向右運動，由於AB切割磁感

線，根據右手定則可判定線路中產生由B到

A的感應電流，CD.AB和導軌組成閉合電

路，故導體中CD的電流由C到D。因為電流

在磁場中會受到力的作用， 根據左手定則

可判定CD受到向右的安培力作用， 所以

CD也將向右運動。[答案]CD將向右運動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例5.如圖8-9所示， 把一根直導線方在蹄形磁鐵的兩個磁極

上方。導線可以自由轉動和移動， 如果電流方向如圖所示， 

導線將會產生怎樣的運動? 

 [分析]要判斷導線如何運動，須判斷出導線各部分受力情

況。導線左端所處磁場方向斜向上，據左手定則可判定左端

受到向外安坫力作用，所以左端向外運動。導線右端所處磁

場方向斜向下，據左手定則可判定右端導線受到向裏安培力

作用，所以右端導線向裏運動，導線中點電流方向和磁場方

向平行，不受安培力。又因為導線重力作用， 導線下落[答

案]左端導線向外運動。右端導線向裏運動，即導線逆時針轉

動，同時又下落。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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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四節例題解法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和磁的例題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例6.如圖8-10所示，一個閉合線圈攞動時，經過一個範圍的

均勻磁場，則此線圈的攞動將 

A.越攞越劇烈 

B.越攞越衰減 

C.仍按原來性況攞動 

D.沒有規律 

學生思考 

發

展 

[分析]當線圈攞動剛進入磁場時， 只有AB切割磁感線， 產

生的感應電流據右手定則判定方向由A到B， 因為通電導線

在磁場中受到安培力的作用， 所以AB同時又受到與運動方

向相反力的作。當線圈完全進入磁場，AB和CD同時切割磁

感線，產生感應電流互相抵消，此時線圈不受安培力作用。

當線圈攞動離開磁場時，CD切割磁感應線產生由D到C的感

應電流，同時CD受到和運動方向相反安培力。線圈再次進入

磁場情況和上面分析相同。 

[答案]據上面分析，線圈攞動將會越來越慢，所以應選B  

例7.如圖8-11 所示，L是電磁鐵， 在L正上方用彈簧掛著一

條形磁鐵。設電源電壓恒定， 閉合開關K後， 當滑動變阻

器的滑片P由a點向b點滑動過程中，彈簧長度將 

A.變長  B.變短  C.先變長後變短  D.先變短後變長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分析]當電鍵閉合， 線圈中電流方向如圖所示， 電磁鐵上

端為N極，下端為S極。同名磁極相斥，所以條形磁鐵受到向

上的斥力作用。當滑片由a向b滑動過程中，電路中的電阻先

變大後變小，電路中的電流是先變小再變大，電磁鐵對條形

磁鐵向上斥力是先變小再變大。所以彈簧長度是先變長後變

知[答案]應選C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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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五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和磁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1820年， 丹麥的科學家___發現了電流的磁效應，1831年， 英

國科學家___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2.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弓的

___具有指南北性質，這是由於___是巨大的磁體， 地磁北極在

___附近， 地磁南極在___附近。最早確切闡述磁偏角的是___

國的科學家___他的重要著作___是世界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學生思考 

發

展 

3.電話原理是將___轉變___然後再轉變____。實現首一次轉變的

將置是____。實現後一次轉變的裝置是_____。 4.我國供生產和

生活用的交流電，週期是___秒，頻率是___赫茲，電流每秒鐘改

變___次。5.如圖8-12所示，AB是一段鋼棒，用條形磁鐵N極沿圖

中箭頭所示的方向摩擦鋼棒若干次， 鋼棒被磁化， 磁化後A端

是___極，B端是___極。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6.如圖8-13所示， 有兩個薄鐵片(舌簧片)ab和cd， 它們的外端固

定在一塊木板上，裏端相互交替但相隔一小短距離，舌簧片連接

在一個有小燈泡的電路中，如果拿一根條形磁體平行地靠近舌簧

片，小燈泡就___，如果磁鐵在上面水平面內轉動，小燈泡就

____。  

7.如圖8-14所示，閉合線框線懸掛，使條形磁鐵跟線框居於同一

平面內， 若讓磁鐵固定不動， 給線框通以abcd方向的電流.通電

後線框將____。  

 

 

 

 

 

 

8.在水準桌面上有一個小磁鍼。在小磁鍼的正上有有一條南北放

置的水準直導線，給導線通以電南向北的電流時，則小磁鍼重新

靜止後N極指向_____。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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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五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和磁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9.在絕緣水準桌面上，沿東西方向放置一根導線，若在導線中通以

電流，其方向由東至西，則此導線對桌面壓力將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無法確定 

學生

思考 

發

展 

10.要增強電磁鐵的磁性，可以 

A.改變電流方向  B.減少線圈匝數  C.插入鐵芯  D.減小電流 

11. 在地球表面某位置，發現能自由轉動的小磁針靜止時豎直方

向，且S極向下，則該位置是 

A.地磁北極附近   B.地磁南極附近   C.赤道附近   D.無法確定 

學生

思考 

 

學生

思考 

應

用 

12.如圖8-15中，甲、乙兩個線圈套在一根棒上， 各自能夠自由滑動，

當開關K閉合時，這兩個線圈將會 

A.靜止不動   B.向中間靠近 

C.左右分開   D.先靠近再分開 

 

 

13.兩個外形相同的鋼棒a、b如圖8-16所示放置，按甲圖放置，用手

拿住a，鋼棒B掉不下來，按乙圖放

置，用手拿住b，鋼棒a能掉下來，

這現象說明 

A.a有磁性，b沒有磁性   

B.a沒有磁性，b有磁性 

C.a和b都有磁性 

D.a和b都沒有磁性 

14.關於磁感線的說法不正確的是 

A.磁感線密的地方磁場強，疏的地方弱 

B.磁感線都是閉合曲線 

C.磁感線是由撒在磁鐵周圍的鐵粉排列成的曲線 

D.磁感線是人們假想出來，實際不存在 

學生

思考 

 

 

 

 

 



初三物理奧林匹克 
物理 

2011/2012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106 

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五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和磁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5.產生感應電流的條件 

A.閉合電路部分導體在磁場中運動 

B.閉合電路部分導體在磁場中做切割磁感線運動 

C.閉合電路部分導體沿磁感線運動 

D.導體在磁場中做切割磁感線運動 

學生思考 

發

展 

16.用雙股導線如圖8-17繞在一根鐵棒上， 閉合電鍵後其磁性

的強弱 

A.為單股導線繞制時兩倍   B.和單股繞制時一樣 

C.不能將鐵棒磁化         D.無法確定 

17.如圖8-18所示，矩形線圈abcd在電磁鐵兩極之間，線圈兩端

半圓銅環分別和兩個電刷接觸,電刷和電磁鐵線圈串聯。現在

P、Q之間接一直流電源，使線圈abcd繞oo'軸轉動，則線圈的

轉動方向是 

A.P接正極、Q接負極，順時針轉動P接負

極、Q接正極,逆時針轉動 

B.不論P、Q分別接正極還是接負極，線

圈都是逆時針方向轉動 

C.P接正極、Q接負極，逆時針輚動P接負

極、Q接正極，順時針轉動 

D.不論P、Q分別接正極還是接負極，線圈都是順時針轉動.  

學生思考學

生思考 

應

用 

18.兩條直導線互相垂直如圖8-19所示放置，但相隔一個小的

距離，其中一條AB導線是固定的，另一條導線CD能自由活

動。當電流按圖中所示通入兩條導線時，導線將 

A.不動                     B.順時針轉，同時靠近AB  

C.逆時針 轉，同時

靠近AB    D.逆時針

轉，同時離 開AB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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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初三級 教材 金牌奧賽教材八年級物理 課時  40 分鐘 

人數  35 人 教具 電腦 

第八章電和磁 第五節奧林匹克題練習  

教學目標  1.知道電和磁的奧林匹克題練習解法。  

教學過程  

老師 學生 

引

入 

19.如圖8-20所示是一種水位自動報警器的原理圖， 試說明它工

作的原理。 

學生思考 

發

展 

 

學生思考

學生思考 

應

用 

20.發電廠的輸出功率為200千瓦， 所用電壓為120伏和1200伏，

如果輸電線電阻為0.03歐，那麼在兩種情況下，輸電線上損失電

壓各是多少?輸入用戶電壓是多少?在輸電線上損失功率各是多

少?由此可以說明什麼問題?  

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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