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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中考力学压轴题大多是以综合题的形式出现,难度较大,解题方法不得要领,造成考生失分严重,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利用表格法和方框图法分别进行力学压轴题的解答,善于从题干的文字中发现问题,找到切入

点,抓住关键主线,让考生快速找到解题思路,提高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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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考力学压轴题大多以综合题的形式

出现,单独用一个知识点只对某一个物理量(如密

度、压强等)进行求解的力学计算题已很少见,由于

题目文字多且配有图,因此很多考生对此类试题是

无从下手,造成失分严重.原因就是压轴题难就难在

考生难以深入地探究题设条件与问题求解之间的内

在联系或怎样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它需要考生

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尽力挖掘隐含条件及它们

之间的联系,方能最终解决问题.因此研究压轴题的

解题技能、技巧已成为初中物理的热点课题.本文将

用两种不同的解题方法对力学压轴题进行抓眼蕴

意,抽丝剥茧分析探究,以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用表格法解题

通常的计算题做法都是先分析做题的基本思

路,然后进行解题,从而造成了在做题时,会做一小

问却又不会做另一小问了,或是做到一小半时又卡

壳了,无法找到解题思路了,针对这种情况,可采用

表格形式(如表1所示)的方式直接进行解题,通过

题干中的文字,读出蕴含的条件和含义进行思考和

分析,抓住关键词,突破走马观花式的审题习惯,无

从下手的思维定势,恐惧紧张的心里情绪,以达到有

序解题.
表1

题干中的文字 蕴含意义(或隐含条件) 具体解法

  【例1】如图1是一个上肢力量健身器示意图.D
是动滑轮;配重A的底面积为5×10-2m2,放在水平

地面上对地面的压强p0为2.4×104Pa.杠杆EH 可

绕O点在竖直平面内转动,OE∶OH =2∶5.此人受

到的重力为600N,他通过细绳在 H 点施加竖直向

下的拉力T1 时,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他对地面的

压力为F1,配重A对地面的压力为FA1,配重A受到

的拉力为TA1.配重A 对地面的压强p1 为6×103

Pa;他在H 点施加竖直向下的拉力T2 时,杠杆仍在

水平位置平衡,他对地面的压力为F2,配重A 对地

面的压力为FA2,配重A 受到的拉力为TA2,配重A
对地面的压强p2 为4×103Pa.已知F1∶F2=20∶

19,杠杆EH 和细绳的质量均忽略不计.求:

(1)配重A 受到的重力GA.
(2)拉力TA1 和TA2.
(3)动滑轮D 受到的重力GD.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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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题干中的文字 蕴含意义(或隐含条件) 具体解法

 (1)配重A 的底面积为5×10-2

m2,放在水平地面上对地面的压强

p0 为2.4×104Pa

 (1)直接知道了两个物
理量:底面积S,压强p0
 (2)可 直 接 代 入 F =
p0S求解

 G=F=p0S=
2.4×104Pa×5×10-2m2 =1.2×103N

 (2)此人受到的重力为600N,他
通过细绳在 H 点施加竖直向下的
拉力T1 时,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他对地面的压力为F1,配重A对地

面的压力为FA1,配重A 受到的拉

力为TA1.配重A 对地面的压强p1

为6×103Pa

此人受到的重力为600N,他在

H 点施加竖直向下的拉力T2 时,
杠杆仍在水平位置平衡,他对地面
的压力为F2,配重A对地面的压力

为FA2,配重A 受到的拉力为TA2,
配重A对地面的压强p2 为4×103

Pa

 (1)配重A的受力分析
(受3个力:重力G,拉力

T,支持力F)
 (2)压力与支持力的区
分与联系(F支 =F压)
 (3)二力平衡G=T+
F列等量关系.
 (4)压力的求解:

  F=pS

 静止的配重A 的受力情况

FA1 =F′=p1S=6×103Pa×
5×10-2m2 =300N
因为  G=TA1+FA1

所以  TA1 =G-FA1 =
1200N-300N=900N

 同理:FA2 =F″=p2S=
4×103Pa×5×10-2m2 =
    200N

因为  G=TA2+FA2

所以  TA2 =G-FA2 =
1200N-200N=1000N

 (3)D 是动滑轮
 (1)动滑轮的优点就是

少一半力F=G物 +G动

2

 对杠杆EH 的E 的拉力为

   F拉1 =TA1+G动

2

 此人受到的重力为600N,他通
过细绳在 H 点施加竖直向下的拉
力T1 时,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他
对地面的压力为F1

 (2)对人受力分析(受3
个力:重力G,拉力 T,支
持力F)

 人本身的受力情况

T1 =G人 -F1

 杠杆EH 可绕O 点在竖直平面
内转动,OE∶OH =2∶5,已知

F1∶F2 =20∶19,杠杆EH 和细绳

的质量均忽略不计

 (3)杠杆两端所受拉力
的受力分析

 (4)相互作用力的理解
(即杠杆对绳的拉力和绳
对杠杆的拉力)
 (5)利用杠杆条件

F1L1 =F2L2 求解.
 (6)学会方程的求解.

 因在水平位置平衡.由杠杆平衡条件得  
T1/F拉1 = OE/OH

(G人 -F1)/12
(TA1+G动)=OE/OH

(600N-F1)/12
(900N+G动)=2/5 (1)

同理:T2/F拉2 =OE/OH   

(G人 -F2)/12
(TA2+G动)= OE/OH

(600N-F2)/12
(1000N+G动)=2/5 (2)

      F1/F2 =20/19      (3)
解由(1)~ (3)组成的方程组得   

G动 =100N;F1 =400N;F2 =38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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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题是力学中难度较大的计算题,考查了平衡

力、相互相用力、杠杆、滑轮和压强的知识,由于题目

比较长,物理量较多,容易造成分析信息时题意不明

确,受力分析不全面,分不清主要研究对象,利用表

格法将有针对性的逐一受力分析,逐一解答,做到完

美解题.

2 用方框图法解题

一般情况下,在分析做题过程时,往往是用文字

进行描述做题的思路,但却给解题带来一定的认知

困难,对切入点不够明确,并且抓不住主线,造成顾

此失彼,思路不够清晰,方法不够简洁,使得分率很

低,甚至是零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采用方框图

(如图2所示)进行解题思路的分析,有助于抽丝剥

茧,简化思维过程,找到切入点,抓住关键主线,顺藤

摸瓜,一举攻克难题.

图2

【例2】A,B,C是由密度为ρ=3.0×103kg/m3

的某种合金制成的3个实心球.A球的质量mA=90g;

甲、乙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木块,其质量m甲 =m乙 =

340g;若把B和C挂在轻质杠杆两端,平衡时如图3

所示,其中MO∶ON=3∶1.若用细线把球和木块系

住,放入底面积为400cm2 的圆柱形容器中,在水中

静止时如图4所示.在图4中,甲有一半体积露出水

面,乙浸没水中(水的密度为1.0×103kg/m3,g取

10N/kg,杠杆、滑轮与细线的质量以及它们之间的

摩擦忽略不计).

   图3           图4

(1)甲木块的体积是多少?
(2)求B 和C 的质量各为多少kg?
(3)若将A球与甲相连的细线以及C 球与B 球

相连的细线都剪断,甲和乙重新静止后,水对容器底

部的压强变化了多少?

分析过程:
(1)

(2)

(3)

解:
(1)甲的重力为

G甲 =G乙 =m甲 g=
340×10-3kg×10N/kg=3.4N

A 球的重力为

GA =mAg=90×10-3kg×10N/kg=0.9N
A 球的体积为

VA =mA

ρA
=

90×10-3kg
3×103kg/m3=

0.3×10-4m3

—53—

2016年第5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将甲和A 看做一个整体,因为漂浮,所以

F浮 =G甲 +GA

ρ水 gV甲

2 +Væ

è
ç

ö

ø
÷A =G甲 +GA

代入数据,有

1.0×103kg/m3×10N/kg×
V甲

2 +0.3×10-4mæ

è
ç

ö

ø
÷

3 =3.4N+0.9N

解得

V甲 =8×10-4m3

(2)由图3知,杠杆杠杆平衡条件

F1L1=F2L2
2mBg·ON =mCg·OM

因为

MO∶ON =3∶1
所以

2mB·ON =mC ×30N
则

mB =1.5mC

由图4知,乙、B,C悬浮在水中,将乙、B,C看做一个

整体,则

F浮 =G乙 +GB +GC

ρ水 g(V乙 +VB +VC)=G乙 +GB +GC

上式左右两端均代入数据,有

1.0×103kg/m3×10N/kg×

8.0×10-4m3+mB

ρ
+mcæ

è
ç

ö

ø
÷

ρ
=

3.4N+mB ×10N/kg+mC ×10N/kg

1.0×103kg/m3×(8.0×10-4m3+

1.5mC

3×103kg/m3+ mC

3×103kg/m3)=
0.34kg+1.5mC +mC

解得

mC =0.276kg
mB =1.5mC =1.5×0.276kg=0.414kg
(3)把甲、乙、A,B,C 看做一个整体,原来都漂

浮,浮力等于所有物体的总重力;若将线剪断,则甲、

乙、B 漂浮在水面,A 和C 沉入水底,此时整体受到

的浮力减小,因此

VA =mA

ρA
=

0.09kg
3×103kg/m3=3×10-5m3

VC =mC

ρC
=

0.276kg
3×103kg/m3=9.2×10-5m3

ΔF浮 =(GA +GC)-ρ水 g(VA +VC)=
(0.09kg+0.276kg)×10N/kg-
1.0×103kg/m3×10N/kg×
(3×10-5m3+9.2×10-5m3)=
3.66N-1.22N=2.44N

由于

ΔV排 =ΔF浮

ρ水 g=2.44×10-4m3

所以

Δh=ΔV排

S =

2.44×10-4m3
400×10-4m2 =0.0061m

因此变化的压强为

Δp=ρ水 gΔh=
1.0×103kg/m3×10N/kg×0.0061m=61Pa

答:略
此题考查了重力、密度、杠杆平衡条件的应用及

浮力公式的应用,解决此题的关键是要学会把多个

物体看成是一个整体,利用杠杆平衡条件找出两个

物体之间的质量关系,根据受力分析,列出物体受力

平衡时的等量关系式,本题若是用常规的解题方法

将会感到既繁又难,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第(3)小

问,将会很难理清变化的压强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若是用方框图法将一举解决掉以上的困扰,轻松解题.
综上所述,表格法表现为抓眼蕴意,步步为营,

有条不紊;方框图法表现为抽丝剥茧,理清思路,层
层深入,在解决力学压轴题时能够很快的帮助考生

找到做题的思路和方向,轻松解答力学压轴题,提高

考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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