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高考高起点物理系统复习资料一成人高考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8/2021_2022__E6_88_90_E

4_BA_BA_E9_AB_98_E8_c66_538042.htm （一） 一、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位移、路程、时间、时刻、平均速度、即时速

度、线速度、角速度、加速度等基本概念，以及匀变速直线

运动的规律、平抛运动的规律及圆周运动的规律。在学习中

要注意准确理解位移、速度、加速度等基本概念，特别应该

理解位移与距离（路程）、速度与速率、时间与时刻、加速

度与速度及速度变化量的不同。 二、基本方法 本章中所涉及

到的基本方法有：利用运动合成与分解的方法研究平抛运动

的问题，这是将复杂的问题利用分解的方法将其划分为若干

个简单问题的基本方法；利用物理量间的函数关系图像研究

物体的运动规律的方法，这也是形象、直观的研究物理问题

的一种基本方法。这些具体方法中所包含的思想，在整个物

理学研究问题中都是经常用到的。因此，在学习过程中要特

别加以体会。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

者常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对要领理解不深刻，如加速度的

大小与速度大小、速度变化量的大小，加速度的方向与速度

的方向之间常混淆不清；对位移、速度、加速度这些矢量运

算过程中正、负号的使用出现混乱：在未对物体运动（特别

是物体做减速运动）过程进行准确分析的情况下，盲目地套

公式进行运算等。 （二） 一、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力的概

念及其计算方法，重力、弹力、摩擦力的概念及其计算，牛

顿运动定律，物体的平衡，失重和超重等概念和规律。其中

重点内容重力、弹力和摩擦力在牛顿第二定律中的应用，这



其中要求学生要能够建立起正确的“运动和力的关系”。因

此，深刻理解牛顿第一定律，则是本章中运用牛顿第二定律

解决具体的物理问题的基础。 二、基本方法 本章中所涉及到

的基本方法有：力的分解与合成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这是所

有矢量进行加、减法运算过程的通用法则；运用牛顿第二定

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时，常需要将某一个物体从众多其他物

体中隔离出来进行受力分析的“隔离法”，隔离法是分析物

体受力情况的基础，而对物体的受力情况进行分析又是应用

牛顿第二定律的基础。因此，这种从复杂的对象中隔离出某

一孤立的物体进行研究的方法，在本章中便显得十分重要。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者常犯的错误

主要表现在：对物体受力情况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其原因

通常出现在对弹力和摩擦力的分析与计算方面，特别是对摩

擦力（尤其是对静摩擦力）的分析；对运动和力的关系不能

准确地把握，如在运用牛顿第二定律和运动学公式解决问题

时，常表现出用矢量公式计算时出现正、负号的错误，其本

质原因就是对运动和力的关系没能正确掌握，误以为物体受

到什么方向的合外力，则物体就向那个方向运动。 （三） 一

、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功、功率、动能、势能（包括重力

势能和弹性势能）等基本概念，以动能定理、重力做功的特

点、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变化的关系及机械能守恒定律等基

本规律。其中对于功的计算、功率的理解、做功与物体能量

变化关系的理解及机械能守恒定律的适用条件是本章的重点

内容。 二、基本方法 本章中所涉及到的基本方法有：用矢量

分解的方法处理恒力功的计算，这里既可以将力矢量沿平行

于物体位移方向和垂直于物体位移方向进行分解，也可以将



物体的位移沿平行于力的方向和垂直于力的方向进行分解，

从而确定出恒力对物体的作用效果；对于重力势能这种相对

物理量，可以通过巧妙的选取零势能面的方法，从而使有关

重力势能的计算得以简化。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

过程中，初学者常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先入为主”导致

解决问题的思路过于僵化，如在计算功的问题中，一些学生

一看到要计算功，就只想到W= Fscosθ，而不能将思路打开

，从W=Pt和W=ΔEt等多条思路进行考虑；不注意物理规律

的适用条件，导致乱套机械能守恒定律。 （四） 一、主要内

容 本章内容包括圆周运动的动力学部分和物体做圆周运动的

能量问题，其核心内容是牛顿第二定律、机械能守恒定律等

知识在圆周运动中的具体应用。 二、基本方法 本章中所涉及

到的基本方法与第二章牛顿定律的方法基本相同，只是在具

体应用知识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圆周运动的特点：物体所受

外力在沿半径指向圆心的合力才是物体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因此利用矢量合成的方法分析物体的受力情况同样也是本

章的基本方法；只有物体所受的合外力的方向沿半径指向圆

心，物体才做匀速圆周运动。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合外力与加

速度的瞬时关系可知，当物体在圆周上运动的某一瞬间的合

外力指向圆心，我们仍可以用牛顿第二定律对这一时刻列出

相应的牛顿定律的方程，如竖直圆周运动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的问题。另外，由于在具体的圆周运动中，物体所受除重力

以外的合外力总指向圆心，与物体的运动方向垂直，因此向

心力对物体不做功，所以物体的机械能守恒。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者常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对物体做圆周运动时的受力情况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特别



是物体在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静摩擦力参与提供向心力的

情况；对牛顿运动定律、圆周运动的规律及机械能守恒定律

等知识内容不能综合地灵活应用，如对于被绳（或杆、轨道

）束缚的物体在竖直面的圆周运动问题，由于涉及到多方面

知识的综合，表现出解答问题时顾此失彼。 （五） 一、主要

内容 本章内容包括动量、冲量、反冲等基本概念和动量定理

、动量守恒定律等基本规律。冲量是物体间相互作用一段时

间的结果，动量是描述物体做机械运动时某一时刻的状态量

，物体受到冲量作用的结果，将导致物体动量的变化。冲量

和动量都是矢量，它们的加、减运算都遵守矢量的平行四边

形法则。 二、基本方法 本章中所涉及到的基本方法主要是一

维的矢量运算方法，其中包括动量定理的应用和动量守定律

的应用，由于力和动量均为矢量。因此，在应用动理定理和

动量守恒定律时要首先选取正方向，正规定的正方向一致的

力或动量取正值，反之取负值而不能只关注力或动量数值的

大小；另外，理论上讲，只有在系统所受合外力为零的情况

下系统的动量才守恒，但对于某些具体的动量守恒定律应用

过程中，若系统所受的外力远小于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内力

，则也可视为系统的动量守恒，这是一种近似处理问题的方

法。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者常犯的

错误主要表现在：只注意力或动量的数值大小，而忽视力和

动量的方向性，造成应用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一列方程

就出错；对于动量守恒定律中各速度均为相对于地面的速度

认识不清。对题目中所给出的速度值不加分析，盲目地套入

公式，这也是一些学生常犯的错误。 （六） 一、主要内容 本

章内容包括机械振动、回复力、振幅、周期、频率、简谐振



动、受迫振动、共振、机械波、波长、波速、横波、纵波、

波的干涉和衍射等基本概念，以及单摆振动的周期规律、简

谐运动的图像、简谐运动中的能量转化规律、波的图像、波

长和频率与波速之间的关系等规律。 二、基本方法 本章中所

涉及到的基本方法有：由于振动和波动的运动规律较为复杂

，且限于中学数学知识的水平，因此对于这部分内容不可能

像研究直线运动、平抛、圆周运动那样从运动方向出发描述

和研究物体的运动，而是利用图象法对物体做简谐运动的运

动规律及振动在介媒中的传播过程进行描述与研究。图像法

具有形象、直观等优点，其中包含有丰富的物理信息，在学

习时同学们要注意加以体会；另外，在研究单摆振动的过程

中，对于单摆所受的回复力特点的分析，采取了小摆角的近

似的处理，这是一种理想化物理过程的方法。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初学者常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对于诸如机械振动、简谐运动、受迫振动、共振、阻尼振动

、等幅振动等众多的有关振动的概念不能深刻的理解，从而

造成混淆；不能从本质上把握振动图象和波的图象的区别和

联系，这主要是由于振动的图象与波的图象形式上非常相似

，一些学生只注意图象的形状，而忽略了图象中坐标轴所表

示的物理意义，因此造成了将两个图象相混淆。另外，由于

一些学生对波的形成过程理解不够深刻，导致对于波在传播

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周期性不能真正的理解和把握；由于干

涉和衍射的发生条件、产生的现象较为抽象，所以一些学生

不能准确地把握相关的知识内容，表现为抓不住现象的主要

特征、产生的条件混淆不清。 （七） 一、主要内容 本章内容

包括两部分，一是微观的分子动理论部分，一是宏观的气体



状态变化规律。其中分子动理论部分包括分子动理论的基本

观点、分子热运动的动能、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势能和物体的

内能等概念，及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的变化规律、物体内能变

化的规律、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等基本规律；气体状态变化

规律中包括热力学温度、理想气体和气体状态参量等有关的

概念，以及理想气体的等温、等容、等压过程的特点及规律

（包括公式和图象两种描述方法）。 二、基本方法 本章中所

涉及到的基本方法是理想化的模型方法，其中在分子动理论

中将微观分子的形状视为理想的球体，这是通过阿伏伽德罗

常数对微观量进行估算的基础；在气体状态变化规律中，将

实际中的气体视为分子没有实际体积且不存在相互作用力的

理想气体，从而使气体状态变化的规律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

得以大大的简化。 三、错解分析 在本章知识应用的过程中，

初学者常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对较为抽象的分子热运动的

动能、分子相互作用的势能及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的变化规律

理解不到位，导致这些微观量及规律与宏观的温度、物体的

体积之间关系不能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对于宏观的气体状态

的分析，学生的问题通常表现在对气体压强的分析与计算方

面存在着困难，由此导致对气体状态规律应用出现错误；另

外，本章中涉及到用图象法描述气体状态变化规律，对于p-V

，p-T，V-T图的理解，一些学生只观注图象的形状，不能很

好地理解图象上的点、线、斜率等的物理意义，因此造成从

图象上分析气体温度变化（内能变化）、体积变化（做功情

况）时出现错误，从而导致利用图像分析气体内能变化等问

题时的困难。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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