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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牛顿第一定律

（第1课时）



【课程标准】

课程内容要求 学生必做实验

2011 版

1. 通过实验，认识牛顿第一定律。

2. 用物体的惯性解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例：运用惯性，解释当汽车急刹车、转弯时，车内可能发

生的现象。

无

2022 版

1. 通过实验和科学推理，认识牛顿第一定律。

2. 能运用物体的惯性解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

象。

例1：了解伽利略在探究与物体惯性有关问题时采用的思想

实验 ，体会科学推理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例2：能运用惯性，解释当汽车急刹车，转弯时，车内可能

发生 的现象，讨论系安全带等保护措施的必要性。

无



【学习目标】

1. 会通过实验探究阻力对运动的影响；

2. 理解牛顿第一定律的含义。（重难点）



【新知导入·观察思考】

Ø 滑板车滑行时，人没有蹬地，车还继续前进。

如果不再蹬地，它最终就会停下来；

Ø 冰壶在冰面上滑行一段距离，最终会停下来；

Ø 推箱子，箱子动，撤去力运动停止。

Ø 人们对力和运动关系的认识，从观察到实验，结合科学的推理，

经过很多科学家的探索，发现了现象蕴含的本质规律。



一、阻力对运动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

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提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

的原因”的观点在长达一千七百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是正

确的。

伽利略却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

伽利略认为：物体的运动不需要力来维持，运动的物体之所以停

下来，是因为受到了阻力的作用。

伽利略 通过实验探究物体的运动和力的关系



【课堂活动·演示实验】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实验设计：让小车从斜面的同一高度滑下，在不同材料的平面上滑行，

比较小车在不同阻力的情况下，滑行的距离。

实验器材：小车、长木板、斜面、毛巾、刻度尺等；

实验方法：控制变量法、转化法、科学推理法

为了探究 “阻力”对物体运动情况的响，

每次实验时应该控制哪些因素相同？

为什么让小车从同一斜面的同一高度滑下？

控制“斜面坡度、小车质量、小车从斜面同一高度由静止开始滑下”

为了使小车到达水平面时的速度相同。



【课堂活动·演示实验】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如何改变小车在水平面上受到的阻力？

给水平长木板表面铺上粗糙程度不同的物体，

把阻力的大小的改变转化为粗糙程度不同的材料。

设想如果小车运动时不受阻力，小车会不会停下来，将会怎么运动。

 转化法

科学推理法



【课堂活动·演示实验】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实验步骤：

让小车分别从斜面同一高度滑下，滑到铺有毛巾的水平面上、水平纸板上、

水平玻璃板上，观察比较小车前进的距离。



【课堂活动·演示实验】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表面材料 阻力的大小
小车运动的

距离

小车速度减小的
快慢

毛巾 最大 最短 最快

纸板 较大 较长 较快

玻璃板 较小 长 较慢

平面越光滑，受到的阻力越_______，小车运动的距离越

_______ ，速度减小得越_______。

结论： 小

长 慢

实验记录：

如果水平面绝对光滑，假设小车不受阻力作用，小车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理：

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课堂活动·拓展】伽利略的理想实验

伽利略早在300多年前就做过类似的实验，他认识到运动物体受到的阻力越小，

物体的速度就减小得越慢，运动时间就越长。

伽利略推理得出：在理想情况下，如果水平面绝对光滑，

物体受到的阻力为零，它的速度将不会减小，

也就是将以一个恒定不变的速度永远运动下去。

伽
利
略

如果运动物体不受力，

它的速度将保持不变。

牛顿

总结了伽利略等人的研究成果，

概括出一条重要的物理规律。



二、牛顿第一定律

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定律解读

（1）“一切”适用于所有物体

（2）“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是定律成立的条件，包括不受一切外力（理想状态）、

某一方向上不受外力情况；或者是合外力为零。

（3） “总保持”是指物体在不受力作用时，静者恒静，动者恒动。



二、牛顿第一定律

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定律解读

（4）“或”指物体不受力时，原来静止的总保持静止，原来运动的就总保持

原来的速度和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两种状态必有其一，不同时存在。

（5）牛顿第一定律是在大量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用推理的方法概括出来的。

不能用实验直接证明。

（6）牛顿第一定律说明了力和运动的关系：

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而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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