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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浮力是八年级物理的重点内容,学生经常反映浮力习题比较难解.为解决学生存在的畏难情绪,教师

要结合浮力的具体内容,从概念、规律入手,抓住受力分析和确定几何关系等几个要点,提高学生理解、运用浮力知

识的能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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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力问题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是学

生最难把握的内容之一.教学中,学生往往对一些浮

力现象很感兴趣,但习题解答起来却感到困难,有不

少学生只能机械地套用公式或记住一些二级结论.
归其原因:一是浮力问题是在力、密度、压强等知识

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有一定的综合性.二是浮力习

题题型多、内容广,学生缺少分析、归纳及灵活应用

的能力,所以面对不同的“浮力习题”就显得有些

“吃力”.
要破解初中物理浮力习题教学之难,首先是要

加深对基本概念和规律的理解,破除错误前概念的

干扰,建立正确的物理观念.然后从解题思维方法上

下功夫,抓住受力分析和确定几何关系等几个要点.
教师要引导学生尽量少记二级结论,因为许多二级

结论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只记住结论而不注意条件,

应用时出错的概率会很大.要让学生脱离题海,教师

就要从题海中选择出有意义的习题,注重过程与方

法教学,引领学生不断走向成功.

1 建立正确的物理观念

“物理观念”是从物理学视角形成的关于物质、

运动与相互作用、能量等的基本认识,是物理概念和

规律等在头脑中的提炼与升华,是从物理学视角解

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1].初中生所学

习的浮力相关知识是以浮力概念为基点,阿基米德

原理为核心,物体的浮沉条件为其表现形式的.有研

究表明,浮力这一概念涉及学生典型错误前概念主

要有:

(1)重的物体下沉,轻的物体上浮;

(2)浮的物体才受到浮力,沉的物体不受浮力;

(3)物体浸没在水中越深的位置,所受的浮力

越大或者越小[2].
除此之外,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无法对物体

处于漂浮、悬浮和下沉3种状态下所受浮力大小做

出正确判断,对物体浮沉状态与浮力和重力之间的

关系认识不全面,对受到浮力作用的物体排开液体

的体积的认识上有偏差,确定几何关系往往成为难

点.
基于上述原因,教学实践中首先要通过各种形

式的实验,让学生动手体会浮力,增加学生的感性认

识;还可以应用计算机模型建构等方法帮助学生剔

除错误的前概念.有些错误观念隐藏在学生的潜意

识里,在处理问题时就会暴露出来,这就要通过不断

地实践、独立地练习发现和剔除这些错误观念.通过

练习既看到不足,也看到成绩,从而不断培养学生解

决问题的信心.
正确观念的建立是一个“反复”的过程,通过设

计必要的判断题、选择题,深化学生对浮力本质的认

识.如体积相等的实心铁块、木块,完全浸没在水中

时所受的浮力一样大;质量相等的实心铁块、木块,

完全浸没在水中时所受的浮力木块大等等.通过一

题多变,在不同的物理情境中,加深对阿基米德原

理,即F浮 =G排 =ρ液V排g的理解.
有的学生学习物理,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仍然没

有好的效果,这往往是没有形成正确的物理观念造

成的.对物理问题的理解不到位,思维深度浅,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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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较高的“悟性”,问题稍一灵活,便不知所措,有

时往往一开始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错误的,必然步

入歧途.教师平时教学时要重视物理思维含量高、方

法通用性强、模型典型化的基本问题的练习,通过基

本题的训练来熟悉解题的基本程序,在此基础上拓

展思维发展能力.

2 养成受力分析的良好习惯

选择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进行正确的受力分

析是解好浮力综合习题的前提条件.当物体静止时,

如果物体只受两个力作用,那二力一定平衡;当物体

受一条直线上的3个力甚至是4个力作用静止时,

仍可转化为二力平衡问题.如下题.
【例1】装有金属球的小容器A漂浮在盛有水的

圆柱形大容器B的水面上,所受的浮力为F1,如图1
所示.若把金属球从A 中拿出投入水中沉到B 的底

部时,小容器A 所受的浮力大小为F2,池底对金属

球的支持力大小为N,那么(  )

A.金属球所受重力的大小为F1-F2

B.小容器所受重力的大小为F2

C.小容器所受浮力减小了N

D.大容器底部受水的压力减小了N

图1 例1题图

分析:设小容器A的重力为G,金属球的重力为

G′.以装有金属球的小容器A 整体为研究对象,当

它们漂浮在盛有水的圆柱形大容器B 的水面上时,

此时受到的浮力等于它们的总重力,即

     F1=G+G′ (1)

把金属球从A 中拿出投入水中沉到B 的底部

时,小容器A 处于漂浮状态,以小容器A 为研究对

象,此时它受到的浮力

      F2=G (2)

由式(2)可知选项B正确.
由式(1)、(2)得

     G′=F1-F2 (3)

由式(3)可知选项A正确.
以金属球沉到B 的底部时为研究对象,金属球

受重力G′、支持力N 和浮力(设为F3)3个力作用而

平衡,即

     F3+N=G′ (4)

由式(3)、(4)可知:小容器所受浮力减小量为

F1-F2=N+F3

由此可知选项C错误.
以金属球、小容器A 和所有的水整体为研究对

象,起初大容器底部受水的压力大小等于整体所受

的重力大小,金属球沉到B的底部时,金属球对池底

的压力大小为 N,水对大容器底部的压力就减小了

N,故选项D正确.
此题的正确答案为选项A,B,D.
如果物体受力不平衡,物体的运动状态就要发

生改变.对于初中学生处理动态的浮力问题,可以采

用假设的方法,把动态问题转化为静态问题来处理.
如下题.

【例2】木块漂浮在水面上,有一部分露出水面,

若将露出水面的部分切掉,则(  )

A.木块下沉

B.木块顶部与水面齐平

C.木块悬浮在任意深度

D.木块上浮,仍有一部分露出水面

分析:假设木块顶部与水面齐平.切掉木块露出

水面的部分前,浮力等于木块整体的重力.切掉木块

露出水面的部分后,剩余木块重力变小.如果木块顶

部与水面齐平,则浮力将大于剩余木块的重力,因此

木块将上浮,所以选项D正确.
教师平时教学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解题习

惯,做好必要的预备工作,如仔细审题、分析过程、选

择研究对象、进行受力分析,必要时画出草图等.有

许多习题就在完成这些预备工作的过程中解决了.

3 合理确定排开液体的体积

阿基米德原理F浮 =G排 =ρ液V排g,即物体所受

的浮力大小等于它排开的液体受到的重力.确定排

开液体的体积往往与物体浸入液体的多少、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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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变化、液面的升降、物态的变化等相联系.因此,

确定排开液体的体积往往成为学生解决浮力习题的

难点.

3.1 根据物体进入液体的多少来确定排开液体的

体积

这种方法一般应用于形状规则、质地均匀的物

体漂浮或悬浮在液体中.首先确定物体的运动状态

(如静止),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然后根据物体进入

液体的多少来确定排开液体的体积,即确定几何关

系;最后利用(如二力平衡)浮力等于重力,即F浮 =

ρ液V排g=ρVg 列方程求解.如下题.
【例3】有一支蜡烛,粗细均匀,长度为20cm,在

其底端插入一个小铁钉,使蜡烛露出水面1cm,如

图2所示.现将蜡烛点燃,问蜡烛还剩多长时将被水

淹灭? (设蜡烛油全部燃尽而不下流,ρ蜡 =9×102

kg/m3)

图2 例3题图

解析:设蜡烛总长h=20cm=0.2m,蜡烛未点

燃时露出水面部分长度h1=1cm=0.01m,则此时

蜡烛所受浮力

F浮1=G蜡1+G铁

即    ρ水g(h-h1)S=ρ蜡ghS+G铁 (5)

设蜡烛被水淹灭时(即蜡烛上表面与水面相平

时)蜡烛的剩余长度为h2,被水淹灭时蜡烛所受浮

力

F浮2=G蜡2+G铁

即      ρ水gh2S=ρ蜡gh2S+G铁 (6)

由式(5)、(6)整理得

h2=0.1m=10cm
即蜡烛还剩10cm时将被水淹灭.

3.2 根据物体的形状变化来确定排开液体的体积

这种方法一般应用于物体浸没(悬浮或沉底)

在液体中,物体的形状会随外界条件(压强、压力)

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解题过程是:首先对物体进行受

力分析,然后确定条件变化前后排开液体的体积,即

确定几何关系,利用阿基米德原理,即F浮 =ρ液V排g
来解决问题,如下题.

【例4】一个竖直放置、开口向下的玻璃杯全部

浸没水中,恰好处于悬浮状态.杯内有适量的空气,

如图3所示.如果施加外力,改变玻璃杯在水中的深

度(保持玻璃杯处于竖直状态),然后去掉外力,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A.若外力使玻璃杯在水中的深度变小,去掉外

力后,玻璃杯将下沉到水底

B.若外力使玻璃杯在水中的深度变小,去掉外

力后,玻璃杯将回到原位置

C.若外力使玻璃杯在水中的深度增大,去掉外

力后,玻璃杯将下沉到水底

D.若外力使玻璃杯在水中的深度增大,去掉外

力后,玻璃杯将上浮到液面

图3 例4题图

分析:当玻璃杯在水中的深度变小时,杯内空气

压强减小,体积增大,排开水的体积增大,所受浮力

增大.去掉外力后,玻璃杯将上浮.当玻璃杯在水中

的深度增大时,杯内空气压强增大,体积减小,所受

浮力减小.去掉外力后,玻璃杯将下沉到水底,故选

项C正确.

3.3 考虑液面的升降来计算排开液体的体积

浮力稍难一些的题目很多都是浮力动态变化的

过程,通过两次或多次不同的物理情境,造成液面的

升降即排开液体的体积不同.针对这种物理问题还

是首先要对每种物理情境中的物体进行受力分析,

然后考虑前后排开液体的几何关系,如下题.
【例5】一块内部含有石块的冰块,放在密度

ρ0=0.95×103kg/m3的液体中恰好悬浮.底面积

S=100cm2 的圆柱形容器中装有水,将这块含有石

块的冰块放入水中后,容器中水面升高了h1=2.0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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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熔化后,石块沉入水底,水面又下降了h2 =0.1

cm.求石块的密度(g=10N/kg).
解析:冰块在密度ρ0=0.95×103kg/m3 的液

体中恰好悬浮应有

 ρ0 V冰 +V( )石 g=ρ冰V冰g+ρ石V石g (7)

冰块在水中漂浮,画出草图如图4所示,其几何

关系由图4(a)可见,冰块排开水的体积为h1S.

图4 例5分析图

由浮力等于重力,应有

    ρ水h1Sg=ρ冰V冰g+ρ石V石g (8)

联立式(7)、(8)解得

    V冰 +V石 =2.2×10-4m3 (9)

冰化为 水 质 量 不 变,则 冰 化 为 水 的 体 积 为

ρ冰V冰

ρ水
,由图4(b)可见几何关系,得出

    (h1-h2)S-ρ冰V冰

ρ水
=V石 (10)

联立式(9)、(10),代入相关数据,解得

V冰 =2.1×10-4m3=210cm3

V石 =10cm3

把上述结果代入式(7)或式(8)解得

ρ石 =2×103kg/m3

4 拓展思维提高能力

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

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科学思维”是从物

理学视角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

关系的认识方式;是基于经验事实建构物理模型的

抽象概括过程;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等方法在科学

领域的具体运用;是基于事实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

同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和批判,进行检验和修正,进

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能力与品格[1].比如可以让学

生设计下面的实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拓展

思维培养能力.
【例6】给你一只量筒和适量的水,请你设计一

个实验,估测一块橡皮泥的密度.要求:

(1)写出实验步骤及需要测量哪些物理量;

(2)导出用所测量的量表示的橡皮泥密度的数

学表达式.
对题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橡皮泥是学生都玩

过的物品,生活中常见,作为常识学生应该知道橡皮

泥的密度比水的密度大.量筒是实验室常用的器材,

可以用来测体积.要测量橡皮泥的密度,就需要分别

测出其质量与体积,在没有天平的情况下,如何测质

量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如何利用浮力知识解

决问题呢?

解答:(1)实验步骤及需要测量的物理量

1)量筒中倒入适量的水,记下水的体积为V1;

2)把橡皮泥捏成小盒状,放入量筒中,使其漂

浮在量筒中的水面上,记下此时水的体积V2;

3)把橡皮泥捏成实心团使其沉入量筒的水

中,记下此时水的体积V3.
(2)橡皮泥密度的数学表达式

推导过程:橡皮泥的重力

G=F浮 =ρ水gV2-V( )1

则 m=ρ水 V2-V( )1

橡皮泥的体积为

V=V3-V1

则 ρ=m
V =V2-V1

V3-V1
ρ水

学生面对不同的浮力习题,掌握一般的分析方

法,不断寻求破解浮力难点的钥匙,不断取得成功,

自信心就会不断增强.其实解题的一般过程就是由

已知指向未知的过程,在由已知到未知的过程中运

用所学过的知识和方法,选择合适的路径,通过严谨

的思维,借助自身已有的能力,正确地把已知和未知

挂上钩,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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