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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物理难点选讲

恩格斯说：“力学是从惯性

开始的”。惯性是力学中最重要

的基本概念，如果不能真正理

解惯性的本质含义，就很难顺利

地建立力学知识体系。这个概念

尽管初中讲，高中还讲，但仍有

不少同学对它似懂非懂、一知

半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惯性概念本身抽象难

懂；二是教材中对惯性的含义解

释不够充分。

●惯性的定性解释

牛顿第一定律指出：一切

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

改变这种状态为止。牛顿第一

定律不仅阐明了运动和力的关

系：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

原因，还告诉我们物体不受外力

作用时的运动状态：要么是匀

速直线运动状态，要么是静止

状态。既然这是物体不受力时

的状态，就说明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

状态是物体本身具有的能力，是物体固有的属

性，跟其他物体是否存在无关。我们把物体的这

种属性定义为惯性。所有物体都有惯性，例如扔

出去的石头，假如它既不受地球引力作用也不

受空气阻力作用，那么，它将以扔出时的速度做

匀速直线运动。

在物体运动状态变与不变的问题上，作用

在物体上的外力和物体的惯性是矛盾的两个方

面。当物体受到外力作用时，外力要改变物体的

运动状态，物体的惯性则表现为对原有运动状

态的“恋恋不舍”，并“竭力”阻碍运动状态的变

化。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是：物体的运动状态终

究发生了变化，但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我们熟

知，物体的运动状态是用速度来描述的，运动

状态的变化就是速度的变化，可能仅是速度大

小的变化，也可能仅是速度方向的变化，还可能

是速度大小和方向同时变化。设想一个物体速

度大小从5m/s变化到10m/s，必定要经历一段

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速度的值从5m/s连续变化

到10m/s，而不会从5m/s突然变到10m/s；设想

一个物体速度的方向改变了30°，也一定需要一

定的时间。用数学语言说，速度是时间的连续

函数，不能发生突变，本质原因就是物体具有保

持原来速度的属性，即惯性。

既然惯性是物体的属性，那么跟惯性相关

的实例应该处处可见。如站在地面上人原地竖

直跳起，一定落回原处，而不会因为地球自西

向东自转，而落在起跳点的西边。这是因为人

跳起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在空中，但由于人具有

惯性，在空中人保持跟地球自转一样大的线速

度。同学们试试看，能否举出更多的例子。

同学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假如没有了

惯性，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假如你没有惯

性，即使没有外力作用，你的运动状态也在不停

地发生变化，速度不断地发生突变。你将不能

坐着看书，因为你没有保持静止状态的能力。你

将处于速度不断突变的运动状态之中，所以你

将无法预料下一刻自己在何处！如果所有物体

都没有惯性，那么整个世界就乱了套，那将是一

个混乱、没有运动规律可把握的世界。可见，正

是因为物体具有惯性这一属性，才使我们这个

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的、有序的状态之中。

●对惯性大小的定量研究

前面已经提到，速度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

的物理量，而加速度是描述物体运动速度变化

快慢的物理量（a=△v/△t）。不难理解，外力要

改变物体运动状态，惯性则试图保持原有运动

状态，所以运动状态变化的快慢必然既跟外力

有关，又跟惯性有关。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关

系呢？

牛顿第二定律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物体的

加速度跟物体受到的合外力成正比，跟物体的

质量成反比。由F=ma可知，当用大小不同的力

先后作用于同一物体时，力越大产生的加速度

就越大，即物体的运动状态变化越快。这是很

显然的，因为同一物体的惯性大小是一定的，运

动状态变化的快慢当然由外力来决定；当用相

同的力作用于不同的物体时，物体质量越大加

速度越小，即运动状态变化越慢，表明质量大

的物体保持原来运动状态的能力强，也就是惯

性大。由此可见惯性可以用质量来量度，因此我

们说：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有了这个量

度，我们对惯性是物体固有属性就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无论物体质量大小如何，只要物体具有

质量（物体总是具有质量的），它就具有惯性，物

体的运动并不需要力来维持。

●对一个常见误解的纠正

有些同学由于对惯性的本质含义理解

不透，再加上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的影响，仍

“顽固”地认为惯性大小跟物体的运动速度有

关，并以实例为证：同一辆汽车在同一路面上行

驶，速度越大，刹车后滑行的时间越长，即速度

越大运动状态越不易改变，这不正说明速度越

大惯性越大吗？

这种解释似乎“有理有据”，其实是错误

的。错就错在把速度的变化量和速度变化的快

慢混为一谈了。由△t=△v/a知，刹车后的滑行时

间由速度的变化量和速度变化的快慢（即加速

度）共同决定。就本例而言，从外因上说受力情

况是一样的（假设刹车时制动力恒定），从内因

上说惯性的大小是一样的，所以加速度是一样

的，也就是说汽车初速度虽然不同，但刹车后速

度变化的快慢程度是一样的，这样滑行时间的

长短就取决于速度的变化量了。汽车初速度越

大，刹车后直到车停止的全过程中，速度的变化

量就越大，经历的时间当然就越长。

●针对练习

1. 关于惯性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惯性是指物体具有保持原有速度的性质

B.惯性是指物体具有保持原有加速度的性质

C.惯性越大的物体，速度越不容易改变

D.惯性越大的物体，加速度越不容易改变

2.下面定律中，揭示了物体具有惯性的是（ ）

A.牛顿第一定律

B.牛顿第二定律

C.牛顿第三定律

D.牛顿第一、二定律

3.下面针对具体物体的有关描述，正确的是

（   ）

A.自由下落的苹果，其惯性越来越大

B.洒水车在洒水过程中，其惯性越来越小

C.月球车从地球达到月球后，惯性变小

D.铁的密度比铝的密度大，所以铁块的惯性

比铝块的惯性大

【答案】

1.AC   2.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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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这首元散曲，然后回答问题。

 [双调]雁儿落带过得胜令
吴西逸①

春花闻杜鹃，秋月看归雁。人情薄似云，风

景疾如箭。留下买花钱，趱入种桑园②。

茅苫三间厦③，秧肥数顷田。床边，放一

册冷淡渊明传；窗前，钞几联清新杜甫篇。

【注】①吴西逸：生平不详，曾当过小

官，终看破红尘归隐。此曲为归隐前后所

作。②趱：赶快。 ③苫：用草覆盖。

⑴从归隐角度看，这首元散曲写了几个

层次？请简要分析。

⑵这首元散曲主要运用了哪些修辞方

法？试作赏析。

【全曲赏析】

这首小令写的是作者看淡繁华、归隐田

园的心情和对生活的感叹。

第一层首先交代了作者归隐田园的原

因。从春花、杜鹃写起，让人们看到了暮春的

飞花无奈，听到了杜鹃的声声不如归去；到

秋月如水，归燕难留。春去秋来，春花秋月，燕

去燕回，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自然规

律本已令人感慨万千，更何况人情淡薄、光阴

如箭。客居的游子，怎会没有“我亦归去”的

感叹！正是：飞鸟尚且恋归，何况人乎？ 

第二层前四句续写归隐时的迫切心情

和归去后的简单安排。抛弃金银，离开喧嚣

的闹市，放弃繁华舒适生活，来到田园置田

造屋。“趱入”反映了作者对归隐田园的急不

可待；茅舍三间足以安身，良田数顷可以自

给，表现了作者挣脱世俗官场羁绊后的一身

轻松，充分说明了作者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

意。最后写作者归隐后的精神追求。读读厌

倦官场、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和抄抄关心民

间疾苦的“杜甫”，是作者的追求，同时也反

映出作者归隐后的风雅情趣和淡泊生活。

【解题思路】

联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可以知道，归

隐诗大多按归隐前后的顺序写，这样就不难

分析这首小令的内容上的层次了。

修辞手法不难判断，对偶、比喻、夸张都比

较容易鉴别。值得注意的是，还要进行赏析。

【参考答案】

⑴写了两个层次。前四句为第一层

次，主要写向往归隐的理由。由春花秋月引

起光阴如箭之叹，由鸟啼雁归生出人情淡薄

之慨。后八句为第二层次，主要写向往中的

隐居生活。其中又分为两层，“留下”至“数

顷田”为第一层，写归隐后的物质生活；“床

边”之后为第二层，写归隐后的精神生活。

⑵①对偶，如“秋月”句对“春花”句

等；②比喻，如将“人情”比作“云”，“风景”比

为“箭”等；③夸张，将“风景”比为“箭”的同

时又兼用了夸张。这些修辞使小令语言工整

对仗，内容形象生动。

（语文高级教师 汪向明）

>>> 高考古诗词鉴赏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