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动量和动量定理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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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础  增分策略

增素能  精准突破



【课程标准】 

1.理解冲量和动量。通过理论推导和实验,理解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

能用其解释生产生活中的有关现象。知道动量守恒定律的普适性。

2.通过实验,了解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的特点。定量分析一维碰撞问题

并能解释生产生活中的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现象。

3.体会用守恒定律分析物理问题的方法,体会自然界的和谐与统一



【核心素养】 



【试题情境】 

生活实践类
生产生活中的缓冲类问题,流体冲力问题,碰撞、爆炸、反冲

问题

学习探索类

动量定理的理解及应用、利用动量定理处理流体问题、动

量守恒定律的条件及应用、碰撞模型的规律及应用、人船

模型类问题的处理方法、子弹打木块模型及滑块滑板模型

问题



【考向预测】 

本章内容属于高考考查的热点和难点,既有选择题、又有计算题,还会与电

磁感应等知识结合。考查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对动量、
冲量、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等知识的理解;②用动量定理处理流体问
题;③碰撞模型的应用;④结合动量守恒、能量守恒的综合问题;⑤联系动
量守恒,以力学综合题的形式出现;⑥爆炸、反冲类问题;⑦动量在电磁感
应现象中的应用;⑧动量守恒定律的相关实验



强基础  增分策略



一、动量            动量是状态量,与时刻或位置相对应

1.定义:物体的质量和　　　　的乘积。 
2.表达式:p=mv。

3.单位:　　　　。 
4.标矢性:动量是矢量,其方向和　　　　方向相同。 
易错辨析 (1)动量越大的物体,其速度越大。(　　)

(2)物体的动量越大,其惯性也越大。(　　)

(3)质量相同的物体,动能相同,动量一定相同。(　　)

速度

kg·m/s 
速度

×
×

×



应用提升1.解答以下两个小题:

(1)质量为2 kg的物体,速度由4 m/s增大为8 m/s,它的动量和动能各增大为

原来的几倍?动量变化量为多少?

(2)A物体质量是2 kg,速度是2 m/s,方向向东;B物体质量是3 kg,速度是3 

m/s,方向向西。它们的动量的矢量和是多少?它们的动能之和是多少?

答案 (1)2倍　4倍　8 kg·m/s,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　
(2)5 kg·m/s,方向向西　17.5 J



解析 (1)由动量定义式p=mv可知,速度由4 m/s增大为8 m/s,它的动量增大

为原来的2倍,由动能定义式Ek=   mv2可知,它的动能增大为原来的4倍;动

量变化量为Δp=mv2-mv1=8 kg·m/s,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

(2)动量为矢量,取向西为正方向,则A物体的动量为

pA=-2×2 kg·m/s=-4 kg·m/s

B物体的动量为

pB=3×3 kg·m/s=9 kg·m/s

它们的动量的矢量和是p=pA+pB=5 kg·m/s,方向向西

动能为标量,则它们的动能之和是



2.(2022北京昌平期末)一个质量m=50 kg的蹦床运动员,从离水平网面

h1=3.2 m高处自由下落,着网后沿竖直方向蹦回到离水平网面h2=5.0 m高

处。已知运动员与网接触的时间为Δt=0.9 s,重力加速度g取10 m/s2。求运

动员与网接触的这段时间内动量的变化量Δp。

答案 900 kg·m/s,方向向上 

设向下为正,动量的变化量为Δp=-mv2-mv1

代入数据得Δp=-900 kg·m/s,方向向上。



二、动量定理

1.冲量             冲量是过程量,与时间或过程对应

(1)定义:力和力的作用　　　　的乘积。 
(2)表达式:I=　　。 
(3)单位:　　　。 
(4)标矢性:冲量是矢量,恒力冲量的方向与力的方向　　　　。 
2.动量定理

(1)内容:物体在一个过程始末的动量变化量等于它在这个过程中所受力的　　　

　。 　　　　　　　　                       “力”指的是合力
(2)表达式:FΔt=　　　　。 

时间

Ft　 

N·s 
相同

冲量

mv'-mv 



易错辨析 (4)物体所受合力不变,则动量也不改变。(　　)

(5)物体沿水平面运动时,重力不做功,其冲量为零。(　　)

(6)物体所受合力的冲量的方向与物体末动量的方向相同。(　　)

(7)物体所受合力的冲量方向与物体动量变化的方向是一致的。(　　)

×
×

× √ 



应用提升3.(人教版教材选择性必修第一册P29习题改编)在离地面同一高

度有质量相同的三个小球a、b、c,a球以速率v0竖直上抛,b球以相同速率v0

竖直下抛,c球做自由落体运动,不计空气阻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a球与b球落地时动量不同

B.a球与b球落地时动量的改变量相同

C.三球中动量改变量最大的是a球,最小的是b球

D.只有b、c两球的动量改变量方向是向下的



答案 C

解析 由动能定理可得                           ,则a球与b球落地时动能相同,速度方

向都是竖直向下,所以a球与b球落地时动量相同,则A错误;根据动量定理可

得Δp=mgΔt,由于a球与b球落地时间不同,所以a球与b球落地时动量的改变

量不相同,所以B错误;三球中a球的运动时间最长,b球的运动时间最短,则

三球中动量改变量最大的是a球,最小的是b球,所以C正确;根据动量定理,

可知动量改变量的方向与合力的冲量方向相同,所以三球的动量改变量方

向是相同的,则D错误。



4.高空作业须系安全带。如果质量为m的高空作业人员不慎跌落,从开始

跌落到安全带对人刚产生作用力前,人下落的距离为h(可视为自由落体运

动),此后经历时间t,安全带达到最大伸长量,若在此过程中该作用力始终竖

直向上,重力加速度为g,忽略空气阻力,则该段时间安全带对人的平均作用

力大小为(　　)A





5.(人教版教材选择性必修第一册P30习题改编

)下图为高空坠物的公益广告,形象地描述了

高空坠物对人伤害的严重性。小明同学用下

面的实例来检验广告的科学性:设一个50 g的

鸡蛋从25楼的窗户自由落下,相邻楼层的高度

差为3 m,鸡蛋与地面撞击时间约为2×10-3 s,不

计空气阻力,g取10 m/s2,则该鸡蛋对地面平均

冲击力约为多少?



解析 一层楼高大约3 m,鸡蛋坠下的高度约为h=24×3 m=72 m

由动量定理,有(F-mg)t=mv

得F=950.5 N

该鸡蛋对地面平均冲击力约为950.5 N。

答案 950.5 N



旁栏边角 人教版教材选择性必修第一册P9

阅读“STSE”——汽车碰撞试验,完成下面题目。

在汽车正面碰撞试验中,碰撞瞬间产生反方向大小为40g(g为重力加速度,g

取10 m/s2)的加速度时,安全气囊会自动瞬间弹出。在某次碰撞试验中,某

品牌型号汽车以54 km/h的速度撞击固定屏障,若车辆前部发生200 mm变

形,安全气囊是否会弹出?如果该型号汽车质量为1.5 t,在某次交通事故中,

汽车以72 km/h的速度与一载重为30 t、等候放行的卡车发生追尾事故,据

测算,两车的碰撞时间为0.05 s,碰后一起向前运动了一段距离,汽车的安全

气囊是否会弹出?



答案 能弹开　不能弹开 



增素能  精准突破



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考点一 冲量和动量[自主探究]

1.动量、动能、动量变化量的比较 



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2.冲量的四种计算方法 

公式法
利用定义式I=Ft计算冲量,此方法仅适用于求恒力的冲量,无需考虑

物体的运动状态

图像法
利用F-t图像计算,F-t图像围成的面积表示冲量,此法既可以计算恒

力的冲量,也可以计算变力的冲量

平均

值法

若力的方向不变,大小随时间均匀变化,即力为时间的一次函数,则

力F在某段时间t内的冲量              ,F1、F2为该段时间内初、末两时

刻力的大小

动量定

理法

如果物体受到大小或方向变化的力的作用,则不能直接用I=Ft求变

力的冲量,可以求出该力作用下物体动量的变化量,由I=Δp求变力

的冲量



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对点演练】

1.(2023天津模拟)如图所示,学生练习用脚颠球。足球的质量为0.4 kg,某一

次足球由静止自由下落0.8 m,被重新颠起,离开脚部后竖直上升的最大高

度为0.45 m。已知足球与脚部的作用时间为0.1 s,重力加速度g取10 m/s2,

不计空气阻力,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足球从下落到再次上到最大高度,全程用了0.7 s

B.在足球与脚接触的时间内,合外力对足球做的

功为1.4 J

C.足球与脚部作用过程中动量变化量大小为2.8 kg·m/s
D.足球从最高点下落至重新回到最高点的过程中重力的冲量大小为4 N·s

C



考点一 考点二 考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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