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 课  滑轮（学生版）

课程标准 课标解读

1.认识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

2.理解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的工作特点；

3.通过实验探究理解动滑轮力与距离特点；

4.会进行有关滑轮计算；

5.能分析滑轮的应用实例。

1.根据滑轮的特点学会认识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

2.理解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的力、力的方向与距离的

特点；

3.通过认识各种滑轮的特点会进行各种计算；

4.熟练生活中利用滑轮的现象。

知识点 01  定滑轮

1.滑轮定义：周边有槽，中心有一转动的轮子叫滑轮。因为滑轮可以连续旋转，因此可看作是能够连

续旋转的杠杆，仍可以用杠杆的平衡条件来分析。

根据使用情况不同，滑轮可分为定滑轮和动滑轮。

2.定滑轮

（1）定义：工作时，中间的轴固定不动的滑轮叫定滑轮。

（2）实质：是个等臂杠杆。

轴心 O点固定不动为支点，其动力臂和阻力臂都等于圆的半径 r，根据杠杆的平衡条件可知，因为重物

匀速上升时不省力。

（3）特点：不省力，但可改变力的方向。

所谓“改变力的方向”是指我们施加某一方向的力能得到一个与该力方向不同的力。

（4）动力移动的距离与重物移动的距离相等。

对于定滑轮来说，无论朝哪个方向用力，定滑轮都是一个等臂杠杆，所用拉力都等于物体的重力 G。

（不计绳重和摩擦）

知识点 02  动滑轮

1.定义：工作时，轴随重物一起移动的滑轮叫动滑轮。

2.实质：是一个动力臂为阻力臂二倍的杠杆。

3.特点：省一半力，但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4.动力移动的距离是重物移动距离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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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动滑轮来说：1）动滑轮在移动的过程中，支点也在不停地移动；2）动滑轮省一半力的条件是：

动滑轮与重物一起匀速移动，动力 F1的方向与并排绳子平行，不计动滑轮重、绳重和摩擦。

知识点 03  滑轮组

1.定义：由若干个定滑轮和动滑轮匹配而成。

2.特点：可以省力，也可以改变力的方向。使用滑轮组时，有几段绳子吊着物体，提起物体所用的力

就是物重的几分之一，即 物G
n

F 1
 （条件：不计动滑轮、绳重和摩擦）。

注意：如果不忽略动滑轮的重量则：  滑物 GG
n

F 
1

。

3.动力移动的距离 S和重物移动的距离 h的关系是：使用滑轮组时，滑轮组用 n段绳子吊着物体，提

起物体所用的力移动的距离就是物体移动距离的 n倍，即 S=nh。

4.绳子端的速度与物体上升的速度关系： 物绳 nVV  。

【知识详解】认识滑轮组

1.滑轮组：滑轮组是由若干个定滑轮和动滑轮匹配而成，可以达到既省力又改变力作用方向的目的。

使用中，省力多少和绳子的绕法有关，决定于滑轮组的使用效果。

2.滑轮组用几段绳子吊着物体，提起物体所用的力就是总重的几分之一。

使用滑轮组虽然省了力，但费了距离，动力移动的距离大于重物移动的距离。

3.滑轮组的用途：为了既节省又能改变动力的方向，可以把定滑轮和动滑轮组合成滑轮组。

4.几个关系（滑轮组竖直放置时）：（1）s=nh ；(2)F=G 总 /n（不计摩擦）；其中 s：绳端移动的距离，

h：物体上升的高度，G 总：物体和动滑轮的总重力，F：绳端所施加的力 n：拉重物的绳子的段数（F=1/n×

（G 物+G 动））。

在绕时遵循：奇动（滑轮）偶定（滑轮）的原则：根据 F=(1/n)G可知，不考虑摩擦及滑轮重，要使 2400N

的力变为 400N需六段绳子，再根据偶定奇动原则，有偶数段绳子，故绳子开端应从定滑轮开始，因为要六

段绳子，所以需要三个并列的整体动滑轮，对应的，也需要三个并列的定滑轮，从定滑轮组底部的勾勾处

绕起，顺次绕过第一个动滑轮，第一个定滑轮，第二个…直到最后一段绳子绕过第三个定滑轮，此时绳子

方向即向下，且会使拉力为 400N（不考虑摩擦与滑轮重）。

【知识拓展】改变世界的机械

（1）庞然大物人造就：随着钢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空前发展，人类正在制造出各种各样的钢铁机械。

（2）细微之处显身手：科学研究是推动精密机械和测量仪器发展的强大动力。各种各样的精密仪器，

是科学家在天文、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研究中，探测物质世界秘密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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