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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6 机械运动

 

机械运动一般在选择题、填空题、实验题中出现，结合生活现象、交通工具、简单运动模

型等背景考查。

★常考考点有：长度和时间的测量、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速度相关计算（高频）、实验:测量

物体运动的平均速度等。

1、刻度尺和机械停表的使用和读数一般在选择、填空题中结合具体情境考查；

2、运动状态、参照物判断作为中考高频考点，常考查的方式有根据参照物判断物体的运动情

况、根据物体的运动情况选择参照物。

主要在选择、填空题中以古诗词、生活情境、教材典例、科技等为背景单独考查，也常与

惯性、速度计算、机械能等力学其他知识综合考查；

3、速度相关计算作为中考高频考点，通常在选择、填空题中考查，或在计算题中综合力学其

他知识考查；考查速度、路程、时间的计算；

4、实验：测量物体运动的平均速度主要考查：①平均速度计算；②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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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知识点 01 长度的单位及换算

1、长度的单位

（1）在国际单位制中，长度的单位是米，符号是 m。

（2）常用的长度单位还有千米（km）、分米（dm）、厘米（cm）、毫米（mm）、微米（μm）、纳米

（nm）等。

2、长度的单位换算

（1）换算关系：
31km 1 10 m  ；1m 10dm 100cm  ；

3 6 91m 10 mm 10 m 10 nm   。

（2）步骤：数值不变，乘原单位与目标单位之间的进率，将原单位改为目标单位。

①大单位→小单位：乘以进率。例如， 30.28m 10 mm mm   

②小单位→大单位：乘以进率的倒数。例如， 3

1mm 0.28m
10

   

知识点 02 长度的测量

1、认识刻度尺

（1）零刻度线：刻度尺的起始刻度。

（2）分度值：两条相邻刻度线之间的距离。

（3）测量范围（量程）：从零刻度线到这把刻度尺的最后一条刻度线的距离。

如图所示，此刻度尺的测量范围（量程）为 0~8cm，分度值为 1mm。

2、刻度尺的使用

（1）选：选择合适量程、分度值的刻度尺进行测量。

（2）放：刻度尺的零刻度线与被测物体的一端对齐，且有刻度的一边要紧贴被测物体且与被测物体平

行，不能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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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读：读数时视线要正对刻度线，要注意区分大格及小格的数目，读数时应估读到分度值的下一位。

（4）记：记录结果不但要记录数值，还要注明单位。如图所示，铅笔的长度记录为 7.00cm。

知识点 03 时间的测量

1、时间的单位

在国际单位制中，时间的基本单位是秒，符号是 s。常用的单位还有时（h）、分（min）等。

2、时间的单位换算

1h 60 min 3600s  ； 1s 1000ms ； 1ms s

3、时间的测量工具

古代测量工具有日晷、沙漏、滴漏等；现代测量工具有机械停表、机械钟、石英钟、电子停表等。

4、机械停表的使用

（1）看：测量前认真观察表盘量程，停表中小表盘的单位为 min，指针转过一周所用时间为 15 min；

大表盘的单位为 s，指针转过一周所用时间为 30 s.

（2）读

①观察小表盘内指针是否过半刻度线，从而确定大表盘指针所指刻度为前 30s 还是后 30s。若小表盘的非

整数分钟小于 0.5 min，则大表盘读数在 0~30s 内；若小表盘的非整数分钟大于 0.5 min，则大表盘读数在 

30~60s 内；

②停表示数=小表盘指针偏过的整示数×1min＋大表盘指针示数×1 s.

（3）记：记录结果不但要记录数值，还要注明单位。如图所示，停表的读数为 3 min＋10 s＝19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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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04 误差与错误

误差 错误

产生原因 客观原因造成的，不是人为造成的 主观原因造成的，是人为的

能否消除 只能减小，不能消除 可以消除

区分方法
实验数据较接近真实值；误差值一般不超过测

量工具的分度值
实验数据远远偏离真实值

减小或避

免的方法

①选用精密的测量仪器；

②改进测量方法；

③多次测量，求平均值。

按照正确的方法测量

知识点 05 长度、时间的估测

1、长度的估测

（1）身体上的“尺”：大拇指的宽度约 1cm；中学生“一拃”的长度约 15 cm；中学生走一步的距离约

0.5m；中学生的身高约 160cm。

（2）中考常考长度估测：课桌的高度约 80cm；教室每层楼高约 3m；九年级物理课本的长度约 26cm，宽

度约 18cm，厚度约 1cm；一只新铅笔的长度大约为 20cm。

2、时间的估测

人眨眼一次的时间约为 0.3s；脉搏跳动一次的时间约为 0.8s；中学生的百米成绩约为 14s；普通中学生

跑完 800m 用时约为 4 min；做一遍眼保健操的时间约为 5min；演奏一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用时 46s。

考点二  运动的描述

知识点 01 机械运动

1、定义：在物理学中，把物体位置随时间的变化叫作机械运动。

2、判断机械运动的方法

（1）看研究对象是否是宏观物体。

（2）观察宏观物体的位置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只有宏观物体的位置随时间发生变化，才说该宏观物体做

了机械运动。

【注意】位置变化包括方向变化和距离变化。物体在围绕圆心转动时，物体相对圆心的距离虽然没变，但

是方向变了，所以物体是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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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02 参照物

1、定义

我们在描述一个物体是运动还是静止时，必须选择另一个物体作为标准，这个被选作标准的物体叫做

参照物。

2、选择参照物的原则

（1）任意性：参照物的选择可以是任意的，既可以是运动的物体，也可以是静止的物体。

（2）不唯一性：有时参照物的选择不唯一，同一物体，可以选择不同的参照物，但选择的参照物不同，往

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3）排已性：参照物不能选择研究对象本身，因为若以研究对象本身为参照物，则它永远是静止的。

（4）方便性：为了方便研究机械运动，物理学中一般选择地面或相对于地面静止的物体作为参照物，且不

需说明。若选择其他物体作为参照物，则需要作出必要的说明。

（5）假定性：参照物一旦被选定，就假定它是静止的。

知识点 03 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

1、运动是绝对的

一切物体都在运动，绝对不动的物体是没有的。

2、静止是相对的

我们平常说某物体静止，是指相对于所选的参照物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个被选作参照物的

物体也在运动，所以绝对静止的物体是不存在的。

考点三  运动的快慢

知识点 01 比较运动的快慢

1、比较相同时间内通过的路程：时间相同时，比较经过的路程，路程长的运动快。

如图（a）所示，两者运动相同的时间，摩托车运动的路程长，所以摩托车运动较快。

2、比较相同路程内所用的时间：路程相同时，比较所用的时间，用时短的运动快。

如图（b）所示，让两者运动相同的路程，自行车所需的时间长，所以它运动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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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物理学中，常采用“相同时间比路程”的方法，也就是将物体运动的路程除以所用时间，即换算

成“物体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

知识点 02 速度

1、定义

在物理学中，把路程与时间之比叫作速度。（比值定义法）通常用 v 表示。

2、物理意义：表示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在数值上等于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这个数值越大，

表明物体运动得越快。

3、公式：
sv
t

 （其中 s 表示路程，t 表示时间，v 表示速度）。

4、单位及换算

国际单位制中，速度的基本单位是米每秒，符号是 m/s 或 m·s-1。在交通运输中速度的单位常用千米每

小时，符号是 km/h 或 km·h-1。

1m/s 3.6km/h

5、中考常考速度的估测

（1）人正常步行的速度约为 1.1m/s；

（2）人正常骑自行车的速度约为 5m/s；

（3）中学生百米测试的平均速度约为 7m/s；

（4）高速公路上的小轿车速度约 33m/s（120km/h）。

知识点 03 匀速直线运动

1、定义：我们把物体沿着直线且速度不变的运动称为匀速直线运动。

2、特点

（1）速度的大小和方向不变；

（2）在任意相等的时间内通过的路程都相等；

（3）通过的路程与所用的时间成正比。

3、变速运动与平均速度

（1）变速直线运动：物体做直线运动，其速度的大小常常变化，即在相等的时间内通过的路程不相等。

（2）平均速度：为了粗略描述做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在某一段路程或某一段时间内运动的快慢，我们引入

了“平均速度”这一概念。

平均速度的计算公式也是
sv
t

 。不过，公式中的 s 是通过的路程，t 是通过这段路程所用的时间，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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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体在这段时间内（或通过这段路程）的平均速度。

4、匀速直线运动和变速直线运动

匀速直线运动 变速直线运动

图示

特点 在任意相同时间内，通过的路程全部相同 在相同时间内，通过的路程不全相同

s－t 图像

知识点 04 运动图像

1、路程─时间图像（s－t 图像）

路程随时间变化的图像。纵坐标表示路程 s，横坐标表示时间 v。图像的斜率表示速度，图线的倾斜程

度越大，表示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大。如上图，可得出 v v甲 乙 。

2、速度─时间图像（v－t 图像）

（1）如下图所示，s-t 图像是一条倾斜的直线，v-t 图像是一条水平直线，都表示物体在做匀速直线运动。

（2）如果 v-t 图像不是一条水平直线，那么表示物体做变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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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四  测量平均速度

知识点 01 实验：测量物体运动的平均速度

1、实验原理：
sv
t

  。

2、实验器材：刻度尺、停表、斜面、小车、金属片、木块。

【注】金属片作用：防止小车下滑；便于准确测量时间。

3、实验步骤

（1）将长木板一端用小木块垫起，组成一个坡度较小的斜面。

【注】目的：使小车下滑的速度较小，方便准确计时。

（2）测距离：把小车放在斜面顶端，测量并记录小车从顶端滑到底端将要通过的路程 s1，然后找出小车经

过路程中点的位置，并标记和记录上半段路程 s2。

（3）测时间：用停表测量小车从斜面顶端静止释放，下滑到撞击底端的时间 t1并记录，然后将金属片安装

在中点位置，用停表测量小车从顶端静止释放，下滑到撞击金属片的时间 t2。

（4）计算平均速度：利用公式
sv
t

 ，分别计算出小车通过斜面全程的平均速度 v1，和通过上半段路程的

平均速度 v2，即小车通过斜面全程的平均速度为 1
1

1

sv
t

 ，小车通过上半段路程的平均速度为 2
2

2

sv
t

 。

4、实验结论

小车在斜面上做变速直线运动，在不同的路段上小车的平均速度的大小不同，小车从斜面顶端运动到

斜面底端的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大。

5、误差分析

（1）小车运动后才开始计时（或者小车未到达终点停止计时），导致时间的测量值偏小，最终速度的测量

值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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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车未开始运动就提前计时（或者小车过了终点才停止计时），导致时间的测量值偏大，最终速度的

测量值偏小。

易混易错点 1：刻度尺读数的估读

对刻度尺读数时，应估读到分度值的下一位，估读值是“0”时不能省略，如读数时 3.50cm，小数点后

的“0”是估读的，不能省略。

易混易错点 2：时间与时刻的区别

时刻为某一时间点，时间表示两个时刻之间的间隔长短。例如：某同学周末从 8:30 开始做作业，9:40

完成作业，这里的 8:30、9:40 就是时刻，所花费的 70min 为时间。

易混易错点 3：对速度的理解不透彻

速度采用的是“比值定义法”，速度的大小是由路程与时间的比值计算的，但是不能说“速度与路程

成正比”或“速度与时间成反比”。

易混易错点 4：对运动图像的理解

一个是路程－时间（s－t）图像，一个是速度－时间（v－t）图像。两个图像不同，但表示的都是匀速

运动。

易混易错点 5：平均速度不是速度的平均值

平均速度是物体通过某段路程的平均快慢程度，数值上等于物体运动的总路程与物体在这段路程上所

用的总时间的比值。而速度的平均值是指物体在不同路程（或时间）的速度的平均值。实际上，物理学中

并没有速度平均值的概念，不要把“平均速度”误解为“速度的平均值”。

方法技巧 1：长度的四种特殊测量方法

1、累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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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多算少：测出几十张纸的厚度，除以纸的张数，可以得出一张纸的厚度。

（2）以少求多：先测出一个台阶的高度，再根据台阶数算出总高度。

2、辅助法

借助其他测量工具，把不可直接测量的长度转换为可用刻度尺测量的长度。

3、化曲为直

测量地图上路线的长度，用一根有弹性的棉线与路线重合测量，拉直后测量细线长即为曲线长度。

4、滚轮法

可用轮子沿曲线或直线滚动，记下轮子滚动的圈数，测出轮子的周长，用轮子周长乘圈数就可以得到

被测曲线或直线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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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巧 2：物体运动和静止的判断方法

（1）假定所选参照物是静止的。

（2）观察物体相对于参照物的位置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就说它是运动的；如果没有变化，

就说它是静止的。

（3）选择不同的参照物观察同一物体，观察结果可能不同。

方法技巧 3：追及问题的运动特点及解题方法

（1）运动特点：速度大的物体追速度小的物体，且均做匀速直线运动。

（2）解题关键： 
路程差

追及时间
速度差

 。

方法技巧 4：火车过桥（隧道）问题公式

火车完全在桥上（隧道里）行驶的路程是 s s s 
桥 车

 ；火车通过大桥（隧道）行驶的路程是

s s s 
桥 车

。 

方法技巧 5：速度比值问题的解决方法

已知路程比 s1：s2和时间比 t1：t2，求速度比 v1：v2的三种方法。

（1）由公式可得出 1 1 1 1 2

2 2 2 2 1

v s t s t
v s t s t

   。将已知的路程比和时间比代入进行计算。

（2）根据 
路程比

速度比
时间比

，代入已知的路程比和时间比进行计算。

（3）给 s1、s2、t1、t2设定一个便于计算的值，求出 v1、v2后，再求 v1：v2的值。

高频命题点 1  刻度尺、机械停表的使用和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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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如图所示，用刻度尺测量物体的长度，读数时视线正确的是            （选填“A”或“B”），测出该

物体的长度是             cm。

【答案】B     1.35

【解析】[1]读数时视线应该与刻度尺的刻度线相垂直，由图可知 B 方法是正确的。

[2]刻度尺上 1cm 之间有 10 个小格，所以此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1mm；物体左侧与零刻度线对齐，则物体的

长度为 1.35cm。

【例 2】为了测出细铜丝的直径，某同学把铜丝在铅笔上紧密排绕 32 圈。如图所示，用分度值是 1mm 的刻

度尺测得这 32 圈的总宽度为           cm，可算出细铜丝的直径约为           。

【答案】5.00     0.16cm

【解析】[1]由图示知，32 圈细铜丝的总宽度为

L=15.00cm-10.00cm=5.00cm

[2]细铜丝的直径

5.00cm 0.16cm
32 32
LD   

【例 3】如图所示，秒表的示数为      s，物体的长度为      cm。

【答案】337.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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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1]由图可知，秒表的中间小表盘上，每个小格代表 0.5min，指针指在“5”和“6”之间，偏向“6”一侧，

小表盘的读数为 5min；在秒表的大表盘上，1s 之间有 10 个小格，所以每个小格代表 0.1s，因为小表盘偏向

“6”一侧，所以大表盘指针的读数为 37.5s，秒表的读数为

5min 37.5s 5 60s 37.5s 337.5s    

[2]由图可知，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1mm，物体的左端与 1.00cm 刻度线对齐，右端与 3.50cm 刻度线对齐，物

体的长度为

3.50cm -1.00cm 2.50cmL  

【例 4】某同学测量一物体长度的过程中，一共测量了四次，数值分别为 3.57cm，3.58cm、3.59cm，

3.57cm，则最终的结果应记录为            cm。

【答案】3.58

【解析】为减小长度测量的误差，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取多次测量的平均值，故物体的长度是

3.57 3.58 3.59 3.57 3.58
4

cm cm cm cmL cm  
 

高频命题点 2  长度和时间的估测

【例 1】【新考法】 结合生活场景考查

演奏一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间大约是（　　）

A．10s B．46s C．226s D．10min

【答案】B

【解析】课间时间为 10min，完整播放一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需要的时间不到 1min，约为 46s，故 B 符

合题意，AC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例 2】义务教育物理课程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贴近学生生活。你认为下列

对生活中物理量的估计，与实际最接近的是（   ）

A．乒乓球被誉为我国的“国球”，其直径约为 40mm

B．人的脉搏跳动一次的时间约为 10s

C．伸开双臂，你两手之间的距离大约是 1.6dm

D．人跑完 100m 的时间约为 13min

【答案】A

【解析】A．根据生活常识可知，乒乓球的直径约为 40mm，故 A 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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