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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定位 

高考命题点 考纲要求 高考真题 

1.功和功率 
理解功和功率．了解生产生活中常见机械的功

率大小及其意义. 

见 2022年高考真题练习 

 

2.动能和动能定

理 

理解动能和动能定理．能用动能定理解释生产

生活中的现象. 

3.重力势能和弹

性势能 

理解重力势能，知道重力势能的变化与重力做

功的关系．定性了解弹性势能. 

4.机械能守恒定

律 

通过实验，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理解机械能

守恒定律，体会守恒观念对认识物理规律的重

要性．能用机械能守恒定律分析生产生活中的

有关问题. 

5.能量守恒定律 

理解能量守恒定律，能用能量守恒的观点解释

自然现象，体会能量守恒定律是最基本、最普

遍的自然规律之一. 

知识重现 

一、功和功率 

1．功 

(1)表达式 W＝Flcosα，α是力 F与位移 l的方向夹角．适用于恒力做功的计算，可理解

为力 F乘以沿力方向的位移 lcosα，也可理解为位移 l乘以沿位移方向的分力 Fcosα. 

(2)功的正负：功是标量，但有正负之分，功的正负可用来判断动力对物体做功还是阻力

对物体做功． 

(3)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做功：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分别作用在两个不同的物体上，这两

个物体各自发生的位移并不确定．当作用力做功时，反作用力可能做功也可能不做功，

可能做正功也可能做负功． 

2．功率的两个公式 

(1)P＝
W

t
.所求出的功率是时间 t内的平均功率． 

(2)P＝Fvcosα.其中 α是 F与 v方向的夹角；若 v取瞬时速度，则对应的 P为瞬时功率；

若 v取平均速度，则对应的 P为平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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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发动机的功率指发动机的牵引力 F的功率，而不是汽车所受合外力的功率，因牵

引力与速度同向，故有 P＝Fv. 

3．机车启动的两种典型方式 

 恒定功率启动 恒定加速度启动 

图象 

  

OA过 

程分析 

P不变：
P

v F
v

    

F F
a

m


  阻  

加速度减小的加速直线运动 

a不变：
F F

a
m


 阻 F不变

v
 P Fv 

1
P Fv 
额

匀加速直线

运动，维持时间 1
0

v
t

a
  

AB过 

程分析 

m
F F 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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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做速度为 v
m
的匀速直线运动 

P F F
v F a

v m


    额 阻  

加速度减小的加速度直线运动，在 B点

达到最大速度，
m

P
v

F
 额

阻

 

二、动能定理 

1．动能 

(1)定义式：E
k
＝

1
2mv2，v为物体相对地的速度． 

(2)标量：物体的速度变化，动能不一定变化，如匀速圆周运动．物体的动能变化，速度

(大小)一定发生变化． 

2．动能定理 

(1)内容：力对物体所做的总功等于物体动能的变化． 

(2)表达式：W＝ΔE
k
＝E

k2
－E

k1
. 

注意：动能定理表达式是一个标量式，不能在某个方向上应用动能定理． 

三、机械能守恒定律 

1．重力势能 

(1)表达式：E
p
＝mgh，是标量，但有正负，正负表示物体的重力势能比它在零势能面上

大还是小． 

(2)特点：是地球和物体共有的，其大小与零势能面的选取有关．重力势能的变化是绝对

的，与零势能面的选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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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变化的关系：W
G
＝E

p1
－E

p2
. 

2．弹性势能 

(1)特点：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而具有的能量．弹性势能的大小与形变量及劲度系数有

关． 

(2)弹力做功与弹性势能变化的关系：W
弹
＝E

p1
－E

p2
. 

3．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内容 

在只有重力(或系统内弹力)做功的情况下，物体系统内的动能和重力势能(或弹性势能)

发生相互转化，而机械能的总量保持不变． 

4．机械能守恒定律的表达式 

(1)守恒式：E
1
＝E

2
或 E

k1
＋E

p1
＝E

k2
＋E

p2
.E

1
、E

2
分别表示系统初、末状态时的总机械能． 

(2)转化式：ΔE
k
＝－ΔE

p
或 ΔE

k 增
＝ΔE

p 减．
系统势能的减少量等于动能的增加量． 

(3)转移式：ΔE
A
＝－ΔE

B
或 ΔE

A 增
＝ΔE

B 减．
系统只有 A、B两物体时，A增加的机械能等

于 B减少的机械能． 

注意：应用守恒式时需要规定重力势能的零势能面，应用转化式或转移式时则不必规定

重力势能的零势能面． 

四、功能关系和能量守恒 

1．功能关系的应用关键在于将对“功”(或“能量转化”)的求解转化为对“能量转化”(或“功”)

的求解，特别是涉及机械能、动能和内能三种能量转化过程的分析．几种常用的功能关

系如下： 

(1)外力对物体所做的总功等于物体动能的增量，即W
总
＝ΔE

k
＝E

k2
－E

k1
(动能定理)． 

(2)重力做功对应重力势能的减少量，即 W
G
＝－ΔE

p
＝E

p1
－E

p2
.重力做多少正功，重力势

能就减少多少；重力做多少负功，重力势能就增加多少． 

(3)弹力做功对应弹性势能的减少量，即 W
弹
＝－ΔE

p
＝E

p1
－E

p2
.弹力做多少正功，弹性

势能就减少多少；弹力做多少负功，弹性势能就增加多少． 

(4)除重力或弹力以外的其他力做的功与物体机械能的增量相对应，即W
其他
＝ΔE＝E

2
－

E
1
. 

2．能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最普遍、最重要的基本定律之一，除物体的动能、势能外，

还涉及内能、电能等其他形式的能量参与转化．对能量守恒定律的两种理解如下： 

(1)某种形式的能量减少，一定存在其他形式的能量增加，且减少量和增加量一定相等． 

(2)某个物体的能量减少，一定存在其他物体的能量增加，且减少量和增加量一定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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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总结 

一、常用结论 

1. 求机械功的途径： 

（1）用定义求恒力功。    

（2）用动能定理（从做功和效果）或能量守恒求功。 

（3）由图象求功。        

（4）用平均力求功（力与位移成线性关系） 

（5）由功率求功。 

2. 恒力做功与路径无关。 

3. 机车启动：1)恒定功率启动：            

2)恒定加速度启动：  

3)常见基本问题及其处理方法 

常见基本问题 处理方法 

最大速度
m

v 的求解 

无论哪种启动方式，都满足：
f

FF  时，有最大速

度
m

v ，一般有

f
F

P
v 

m
 

匀加速启动阶段的牵引力 F ，持续时间 t ，

这一阶段末状态的速度 v的求解 

匀加速阶段一般有三个基本方程： 

FvP  ①， 

mamgF  ②， 

atv  ③， 

可联立方程求解所求物理量  

恒定加速度启动变加速阶段时间 t 的求解 应用动能定理，一般有  22

m 2

1

2

1
mvmvPt   

4. 保守力的功等于对应势能增量的负值：
p

EW 
保

 

5. 做功的过程就是能量转化的过程，做了多少功，就表示有多少能量发生了转化，所

以说功是能量转化的量度，以此解题就是利用功能关系解题。 

6. 滑动摩擦力，空气阻力等做的功等于力和路程的乘积。 

7. 静摩擦力做功的特点 

（1）静摩擦力可以做正功，可以做负功也可以不做功。 

（2）在静摩擦力做功的过程中，只有机械能的相互转移（静摩擦力只起到传递机

械能的作用），而没有机械能与其他能量形式的相互转化。 

（3）相互摩擦的系统内，一对静摩擦力所做的功的总和等于零。 

8. 滑动摩擦力做功的特点 

（1）滑动摩擦力可以对物体做正功，可以做负功也可以不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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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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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

传送带水平： 后，

变为沿斜面向上，仍滑动
传送带与水平成角且由静止下滑：

变为沿斜面向上，变静

（2）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功的过程中，能量的分配有两个方面：一是相互摩擦的物

体之间的机械能的转移；二是系统机械能转化为内能；转化为内能的量等于滑动摩

擦力与相对路程的乘积，即 SfQ  。 

9. 作用力的功与反作用力的功不一定符号相反，其总功也不一定为零。 

10. 传送带以恒定速度运行，小物体无初速放上，达到共同速度过程中，相对滑动距离

等于小物体对地位移，摩擦生热等于小物体获得的动能。 

11. 在传送带问题中，物体速度 v达到与传送带速度 v 相等时是受力的转折点 

 ① 

  

 

②物块轻放在以速度 v运动的传送带上，当物块速度达到 v时 

 

 

 

 

12. 常见功能关系： 

二、规律应用 

1. 功的定义与正、负功的判断 

2. 功率的定义与两种功率的分析、计算 

3. 机车启动两种方式的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 

4. 动能定理的理解与应用 

5. 机械能守恒定律的理解与应用 

6. 功能关系的理解与应用（传送到模型中的能量问题） 

7. 探究动能定理 

8. 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各力做功 功的正负与能量增减的对应关系 功能关系表达式 

合外力做功 
k

W E
总

 
 
  

2 1k k
W E E 

总
 

保守力

做功 

重力做功 
p

W E 
 


G
 

1 2p p
W E E 

G
 

弹簧弹力做功 W E 
 


弹 弹
 

1 2
W E E 

弹 弹 弹
 

电场力做功 
p

W E
电

 
 
  

AB PA PB
W E E   

一对滑动摩擦力做功之和 
f

W Q   
f

Q W f S  
相

 

除重力以外的其他外力做

功 
+

-
W E

其它




  
2 1

W E E
其它
   

安培力做功 +

-
W E 




安 电能
 

电能安
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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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考试题型归纳与分析 

考试的题型：选择题、计算题 

考试核心考点与题型： 

（1）选择题：    

（2）计算题：    

（3）实验题 

四．能量为核心的综合应用问题 

1.以能量为核心的综合应用问题一般分四类： 

第一类为单体机械能守恒问题， 

第二类为多体系统机械能守恒问题， 

第三类为单体动能定理问题， 

第四类为多体系统功能关系(能量守恒)问题。 

多体系统的组成模式：两个或多个叠放在一起的物体，用细线或轻杆等相连的两

个或多个物体，直接接触的两个或多个物体. 

2.思维模板：能量问题的解题工具一般有动能定理，能量守恒定律，机械能守恒定律。 

(1)动能定理使用方法简单，只要选定物体和过程，直接列出方程即可，动能定

理适用于所有过程； 

(2)能量守恒定律同样适用于所有过程，分析时只要分析出哪些能量减少，哪些

能量增加，根据减少的能量等于增加的能量列方程即可； 

(3)机械能守恒定律只是能量守恒定律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在力学中也非常重要。

很多题目都可以用两种甚至三种方法求解，可根据题目情况灵活选取。 

列表总结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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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mEP 2

章

节 

核心

问题 

常用 

原理 
常用方法 常见题型 重要概念 

机

械

能 

动能

定理 

  

功 

能 

关 

系 

 

 

 

  

能 

量 

守 

恒 

① 动能定理 

② 能量守恒 

③ 机械能守恒定律 

④ 问题变换（功能

关系） 

⑤ 机 车 启 动 问 题

（口诀） 

功率计算是 FV、 

F 减 f 等于 ma 

相互牵动来分析 

恒 P恒 a 两方式 

匀加不变牵引力 

a 减 v 增不变 P  

阻力等于牵引力 

匀速运动是规律 

P 恒定做功用 Pt 

 

1 功的正负判断和计算 

 根据力与瞬时速度方向的夹角α判断： 

0≤α＜90°，力做正功； 

α＝90°，力不做功； 

90°＜α≤180°，力做负功 

2 合力做功计算 

 方法一：先求合外力 F
合
，再用W

合
＝F

合
lcos α求功（恒力）． 

 方法二：先求各个力做的功 W
1
、W

2
、W

3
…，再应用 W

合
＝W

1
＋

W
2
＋W

3
＋…求合外力做的功． 

 方法三：利用动能定理W
合
＝Ek

2
－Ek

1
. 

3 变力功的计算（图象法；平均值法 W＝ F lcos 

α 线性变化；动能定理；微元法；等效转换法 ） 

4 机车起动（利用图象记忆规律；左表格口诀） 

5 功能关系：功是能量转化的量度  

重力做功等于重力势能减少量 W＝E
p1
－E

p2
＝－ΔE

p 

弹力做功等于弹性势能减少量 W＝E
p1
－E

p2
＝－ΔE

p 

静电力做功等于电势能减少量 W＝E
p1
－E

p2
＝－ΔE

p 

分子力做功等于分子势能减少量 W＝E
p1
－E

p2
＝－ΔE

p 

合外力做功等于物体动能变化量 W＝Ek2－Ek1＝
1
2mv2－

1
2mv0

2 

除重力和弹力之外的其他力做功等于机械能变化量 W
其他
＝ΔE 

滑动摩擦力做功之和的绝对值等于产生的内能 Q＝F
f
·x
相对

 

克服安培力做功等于电能增加量 W
电能
＝E

2
－E

1
＝ΔE 

6 动能定理理解与应用 

确定状态找动能；分析过程力和功 

正功负功加一起；动能增量与它同 

7 机械能守恒的理解和判断 

明确两态机械能、再看过程力做功 

8 重力之外功为零、初态末态能量同（守

恒条件） 

9 摩擦力做功与能量的关系Q=F
f
*X

相对
 

10 一对相互作用力功的分析（两者无关） 

11 一对平衡力做功和为零 

12 平均功率和瞬时功率的区别 

13 直线运动、平抛运动和圆周运动组合问

题的分析（常用过程整体法） 

14 应用动力学观点和能量观点解决力学综

合问题 

15 动能动量关系  

16 动能定理实验： 

橡皮筋条数表合外力功 

纸带上最大距离表速度  

质量不测需要平衡摩擦 

17 机械能守恒定律实验： 

基本原理是势能减少等于动能增加 

匀变速中间时刻速度等于平均速度 

重力大体积小计时器竖直减小摩擦 

① 正负功 

② 机械能守恒 的理

解 

③ 动能定理的理解 

等号含义：（数量关系：

合力做的功与物体动

能的变化相等；单位关

系：国际单位都是焦

耳； 

因果关系：合力做功是

物体动能变化的原因） 

④ 功能关系的理解 

能量守恒的理解 



 

 2022 年考高真题练习 

一、单选题 

1．（2022·浙江·高考真题）小明用额定功率为1200W 、最大拉力为300N 的提升装置，

把静置于地面的质量为20kg的重物竖直提升到高为85.2m 的平台，先加速再匀速，最

后做加速度大小不超过 25m / s 的匀减速运动，到达平台的速度刚好为零， g 取 210m / s ，

则提升重物的最短时间为（  ） 

A．13.2s B．14.2s C．15.5s D．17.0s 

2．（2022·浙江·高考真题）风力发电已成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图

所示，风力发电机是一种将风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某风力发电机在风速为9m / s时，

输出电功率为405kW ，风速在5 ~10m / s范围内，转化效率可视为不变。该风机叶片旋

转一周扫过的面积为A ，空气密度为 ，风场风速为v，并保持风正面吹向叶片。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A．该风力发电机的输出电功率与风速成正比 

B．单位时间流过面积A 的流动空气动能为 2
1

2
Aρ v  

C．若每天平均有 81.0 10 kW 的风能资源，则每天发电量为 92.4 10 kW h   

D．若风场每年有5000h 风速在 6 ~10m / s 范围内，则该发电机年发电量至少为

56.0 10 kW h   

3．（2022·浙江·高考真题）神舟十三号飞船采用“快速返回技术”，在近地轨道上，返回

舱脱离天和核心舱，在圆轨道环绕并择机返回地面。则（  ） 

A．天和核心舱所处的圆轨道距地面高度越高，环绕速度越大 

B．返回舱中的宇航员处于失重状态，不受地球的引力 

C．质量不同的返回舱与天和核心舱可以在同一轨道运行 

D．返回舱穿越大气层返回地面过程中，机械能守恒 

4．（2022·北京·高考真题）我国航天员在“天宫课堂”中演示了多种有趣的实验，提高了

青少年科学探索的兴趣。某同学设计了如下实验：细绳一端固定，另一端系一小球，给

小球一初速度使其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无论在“天宫”还是在地面做此实验（  ） 



 

 

A．小球的速度大小均发生变化 B．小球的向心加速度大小均发生变化 

C．细绳的拉力对小球均不做功 D．细绳的拉力大小均发生变化 

 

二、多选题 

5．（2022·河北·高考真题）如图，轻质定滑轮固定在天花板上，物体 P 和Q用不可伸长

的轻绳相连，悬挂在定滑轮上，质量
Q P

m m ， 0t 时刻将两物体由静止释放，物体Q

的加速度大小为
3

g
。T 时刻轻绳突然断开，物体 P 能够达到的最高点恰与物体Q释放位

置处于同一高度，取 0t 时刻物体 P 所在水平面为零势能面，此时物体Q的机械能为E 。

重力加速度大小为 g ，不计摩擦和空气阻力，两物体均可视为质点。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物体 P 和Q的质量之比为1: 3  B．2T 时刻物体Q的机械能为
2

E
 

C．2T 时刻物体 P 重力的功率为
3

2

E

T
 D．2T 时刻物体 P 的速度大小

2

3

gT
 

6．（2022·湖南·高考真题）神舟十三号返回舱进入大气层一段时间后，逐一打开引导伞、

减速伞、主伞，最后启动反冲装置，实现软着陆。某兴趣小组研究了减速伞打开后返回

舱的运动情况，将其运动简化为竖直方向的直线运动，其v t 图像如图所示。设该过程

中，重力加速度不变，返回舱质量不变，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在
1

0 ~ t 时间内，返回舱重力的功率随时间减小 

B．在
1

0 ~ t 时间内，返回舱的加速度不变 

C．在
21

~t t 时间内，返回舱的动量随时间减小 

D．在
2 3

~t t 时间内，返回舱的机械能不变 

7．（2022·全国·高考真题）质量为1kg 的物块在水平力 F 的作用下由静止开始在水平地

面上做直线运动，F 与时间 t 的关系如图所示。已知物块与地面间的动摩擦因数为 0.2，

重力加速度大小取 210m/sg 。则（  ） 

 

A．4s时物块的动能为零 

B．6s时物块回到初始位置 

C．3s时物块的动量为12kg m/s  

D．0 ~ 6s时间内 F 对物块所做的功为40J  

8．（2022·重庆·高考真题）一物块在倾角为45的固定斜面上受到方向与斜面平行、大

小与摩擦力相等的拉力作用，由静止开始沿斜面向下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物块与斜面间

的动摩擦因数处处相同。若拉力沿斜面向下时，物块滑到底端的过程中重力和摩擦力对

物块做功随时间的变化分别如图曲线①、②所示，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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