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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学史上，正确认识运动和力的关系且推翻“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这个观点的物理学家及建立惯

性定律的物理学家分别是（　　）

亚里士多德、伽利略 伽利略、爱因斯坦 伽利略、牛顿 亚里士多德、牛顿

由牛顿第二定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由牛顿第二定律可知，加速度大的物体，所受的合力一定大

牛顿第二定律说明了质量大的物体，其加速度一定就小

由F=ma可知，物体所受的合力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

对同一物体而言，物体的加速度与物体所受的合力成正比，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加速度的方向始终与物
体所受的合力方向一致

一气球吊着一重物，以7m/s的速度匀速上升，某时刻绳子突然断裂，则绳子断裂瞬间重物的速度V和加速度a

分别为（　　）

V=0，a=0 V=7m/s，a=0

V=7m/s，a=10m/s V=0，a=10m/s

一个原来静止的物体，质量是7kg，在14N的恒力作用下，则 5s末的速度及5s内通过的路程为（　　）

8 m/s　25 m 2 m/s　25 m

10 m/s　25 m 10 m/s　12.5 m

某空间站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在空间站中不能正常使用的仪器是（　　）

电子表 天平 电子温度计 电压表

某同学乘电梯从一楼到六楼，在电梯刚起动时（　　）

该同学处于超重状态 该同学处于失重状态 该同学的重力变大 该同学的重力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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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0日，我国宇航员王亚平在太空授课时，利用质量测量仪粗略测出了聂海胜的质量．若聂海胜受

到恒力F的作用从静止开始运动，经时间t运动的位移为x，则聂海胜的质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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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乘客在公交车上发现车厢顶部A处有一小水滴落下，并落在地板偏前方的

B点处，由此判断公交车的运动情况是（　　）

向前加速运动 向前减速运动 向后匀速运动 向后减速运动

「多选题」倾角为a、质量为M的斜面体静止在水平桌面上，质量为m的木块静止在斜面

体上．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木块受到的摩擦力大小因为不知道摩擦因数，故无法算出

斜面体对木块的支持力大小等于mgcosα

桌面对斜面体的摩擦力大小是mgsinαcosα

桌面对斜面体的支持力大小是（M+m）g

「多选题」下列四个图象分别描写甲、乙、丙、丁四个物体的位移、速度、加速度和所受的合外力与时间

的关系．关于四个物体的运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甲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 乙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

丙物体做匀减速直线运动 丁物体做加速度不断增大的加速直线运动

某探究学习小组的同学要验证“牛顿第二定律”，他们在实

验室组装了一套如图所示的装置，水平轨道上安装两个光电门，

小车上固定有力传感器和挡光板，细线一端与力传感器连接另一

端跨过定滑轮挂上砝码盘，实验时，调整轨道的倾角正好能平衡

小车所受的摩擦力（图中未画出）。

（1）该实验中小车所受的合力 （填“等于”或“不等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A.  B. 

C.  D. 



12.

13.

于”）力传感器的示数，该实验是否 （填“需要”或“不需要”）满足砝码和砝码盘的总质量远小于小车

的质量？

（2）实验获得以下测量数据：小车、传感器和挡光板的总质量M，挡光板的宽度l，光电门1和2的中心距离为

s。某次实验过程：力传感器的读数为F，小车通过光电门1和2的挡光时间分别为t 、t （小车通过光电门2后，

砝码盘才落地），已知重力加速度为g，则该实验要验证的式子是 。

如图所示，质量m=4kg的物块，从静止开始从斜面顶端下滑，已知斜面足够长，倾角

θ=37°，物块与斜面间的动摩擦因数μ=0.2，求

（1）物块受到的滑动摩擦力f的大小；

（2）物块在5s内的位移x及它在5s末的速度v？（sin37°=0.6，cos37°=0.8，

g=10m/s ）

如图所示，一固定的足够长的粗糙斜面与水平面夹角θ=30°．一个质量

m=1kg的小物体（可视为质点），在F=10N的沿斜面向上的拉力作用下，由静止开

始沿斜面向上运动．已知斜面与物体间的动摩擦因数μ= 3

6
，取g=10m/s ．试

求：

（1）物体在拉力F作用下运动的加速度a ；

（2）若力F作用1.2s后撤去，物体在上滑过程中距出发点的最大距离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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