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中考物理专题训练——力学实验 

1．如图所示，某兴趣小组在斜面上测量小车运动的平均速度，让小车从斜面的 A 点由

静止开始下滑，分别测出小车到达 B 点和 C 点的时间，即可测出不同阶段的平均速度。 

 

（1）如图所示，实验中还需要的测量工具是          ； 

（2）刚开始实验时发现小车下滑的速度很快，不便于测量时间，此时应该          （选

填“增大”或“减小”）斜面的坡度，改正实验后继续实验； 

（3）如果测得小车从 A 滑到 C 的时间 t
AC
=2.4s，小车从 A 滑到 B 的时间 t

AB
=1.6s，则

BC 段的平均速度 v
BC
=          m/s； 

（4）在测量小车到达 B 点的时间时，如果小车过了 B 点才停止计时，测得 AB 段的平

均速度 v
AB
会偏          （选填“大”或“小”）； 

（5）为了测量小车从 A 滑到 C 时下半程的平均速度，某同学让小车从 B 点由静止释放，

测出小车到达 C 点的时间，从而计算出小车运动过程中下半程的平均速度，他测得的平

均速度比真实值偏          （选填“大”或“小”）； 

（6）同学们画出了小车从 A 到 C 的 s﹣t图象或 v﹣t图象的大致情况。其中与事实相符

的是          。 

A． B． C． D．  

2．小明在“测小车平均速度”实验中，设计了如图所示实验装置：小车从带刻度的斜面

顶端由静止下滑，图中圆圈是小车到达 A 、 B、C 三处时电子表的显示。 

 

（1）该实验的实验原理      ； 



（2）实验中应使斜面的坡度较      （填“大”或“小”），目的便于测量      ； 

（3）请根据图中信息填空：
AC
s       m ，

AC
v       m /s； 

（4）实验前必须学会熟练使用电子表，如果让小车过了 A 点后才开始计时，则会使所

测 AC 段的平均速度
AC
v 偏      （选填“大”或“小”）； 

（5）实验中小车下滑过程中，
AC
s 路程中点时的速度      （选填“”、“”或“”）

AC
t

时间中点时的速度； 

（6）小明进一步实验测得小车在斜面上运动时，前五分之三路程平均速度为
1
v ，剩下

路程平均速度为
2
v ，则小车全程平均速度 v       （用字母

1
v 和

2
v 表示）。 

3．降落伞在空中滞留时间与什么因素有关呢？同学们提出降落伞在空中滞留时间可能

与伞的绳长、伞的形状、伞的面积、伞的总质量、伞释放的高度有关，同学为了验证猜

想，认真地进行了6次试验，并作了实验记录，表格如下： 

 
降落伞的

伞绳长/m 

降落伞

的形状 

降落伞的伞

面面积 2/m  

降落伞的

总质量 /g 

降落伞释放

的高度 /m  

降落伞滞留

的时间 /s 

1 1 圆形 0.5 20  3 3.67 

2  1 圆形 1 20  3 5.82 

3 1 圆形 1 30 3 4.91 

4 1 正方形 1 20  3 5.82 

5 1.5 正方形 1 20  3 5.83 

6 1.5 正方形 1 20  6 9.24 

根据表格回答下列问题： 

（1）该活动中用到的科学研究方法是      ； 

（2）活动中用到的测量工具有：      ； 

（3）分析 2、3两次实验数据可知       ； 

（4）要想探究降落伞滞空时间与伞的形状是否有关，应选择       两组数据进行比较； 

（5）小明同学选择1、3组数据来验证猜想，得出的结论是：降落伞在空中滞留的时间

与降落伞的面积有关，结论对不对      ？为什么      ？ 

4．小明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中，所用的器材有：每格长度等距的杠杆、支架、

弹簧测力计、刻度尺、细线、每个重力都为 0.5N的钩码若干个。 



序号 F
1
/N L

1
/cm F

2
/N L

2
/cm 

1 1.5 10.0 1.0 15.0 

2 3.0 10.0 2.0 15.0 

3 1.5 20.0 2.0 15.0 

4 1.0 30.0 2.0 15.0 

（1）实验前将杠杆中点置于支架

上，调节平衡螺母使杠杆在水平位置静止的目的是：           ； 

（2）如甲图所示，杠杆处于平衡状态。若杠杆的两侧同时增加一个钩码，那么杠杆的           

（选填“右“或“左”）端下沉； 

（3）在乙图中，将弹簧测力计由竖直方向旋转至沿虚线方向，如果要继续保持杠杆在

水平方向静止，测力计的示数要           （选填“变小”“不变”或“变大”）； 

（4）如果忽略杠杆自重对实验的影响，则在丙图中要使杠杆在水平位置保持平衡，弹

簧测力计对杠杆的最小拉力为           ，方向为           ； 

（5）接下来，小明又进行了三次实验，将数据填在表中，最后总结得出规律。每次实

验总是在前一次基础上改变 F
2
、l

1
、l

2
中的一个量。小华分析数据后发现，第           次

实验与前一次改变的量相同，需要调整的实验步骤是           。 

5．某探究小组的同学，在课外探究钟摆的摆动一次的时间与什么因素有关的实验时，

记录了如下表所示的数据，请你根据表中的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实验次数 摆球种类 摆线的长度 L/m 摆动次数 所用时间 t/s 

1 木球 0.25 5 6 

2 木球 1.00 5 12 

3 木球 1.00 10 24 

4 铝球 0.25 5 6 



5 铝球 1.00 5 12 

6 铝球 1.00 10 24 

（1）分析对比表中试验次数       的数据，你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钟摆摆动一次的时

间与摆锤种类       （选填“有关”或“无关”）； 

（2）分析对比表中实验次数 1和 2或 4和 5的数据，你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钟摆摆动

一次的时间与       有关，       越长，所用时间       ； 

（3）因此我们发现家中的摆钟变慢时，可以采取       的方法，使它走时准确。 

6．如图所示，探究小车从斜面下滑过程中速度的变化实验，小车从带刻度的斜面顶端

由静止下滑，图中的圆圈是小车到达 A、B、C 三处时电子表的显示（数字分别表示“小

时：分：秒”） 

 

（1）该实验原理是         。 

（2）为了便于测量，应使小车在斜面运动的时间长些，因此应使斜面保持较         （选

填“大”或“小”）的坡度； 

（3）AB 段的平均速度为         m/s，BC 段的平均速度为         m/s； 

（4）实验时观察到，小车沿斜面顶端下滑到斜面底端的运动是         直线运动（选填

“匀速”或“变速”）； 

（5）实验中测得路程 AB 上的平均速度为 v₁，路程 BC 上的平均速度为 v₁，路程 AC

上的平均速度为 v₁。那么 v₁、v₁、v₁的大小关系是         。 

7．某实验小组在测滑轮组机械效率的实验中得到的数据如表所示，实验装置如图所示。 

实验次数 1 2 3 

钩码重 G /N 4 4 6 

钩码上升高度 h/m 0.1 0.1 0.1 

绳端拉力 F/N 1.8 1.6 1.8 

绳端移动距离 s/m 0.3 0.4  



机械效率η 74.1% 62.5%  

（1）实验中应沿竖直方向      拉动弹簧测力计； 

（2）通过表中数据可分析出第 2次实验是用      （选填“甲”或“乙”）图所示装置做的

实验； 

（3）通过第 1次实验和第 2次实验的数据分析可得出结论：使用不同的滑轮组提升相

同的重物时，动滑轮的个数越多（动滑轮的质量越大），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选填

“越高”、“不变”或“越低”）； 

（4）小组同学再用第 2次实验中使用的装置做第 3次试验，表中第 3次实验中绳端移

动距离 s漏记，但仍然计算出第 3次的机械效率η＝      （保留 3位有效数字）。 

 

8．在“测量平均速度”的实验中，提供的实验器材有：木板，底端有金属挡板、小车、

停表、木块； 

 

（1）该实验的原理是            ； 

（2）实验时应保持斜面的倾角较小，这是为了减小测量            （选填“路程”或“时

间”）时造成的误差； 

（3）小车由静止释放，通过相同路程，斜面的倾角越大，小车运动的平均速度越           

（选填“大”或“小”）； 

（4）实验前必须学会熟练使用停表，在测上半段的速度时，如果让小车过了中点后才

停止计时，则会使所测的上半段的平均速度会偏           （选填“大”或“小”）； 

（5）如果小车在 AC 段所用时间为 t
1
，在 AB 段所用时间为 t

2
，则小车在 BC 的平均速

度为 v
BC
=           （用 s

1
、s

2
、t

1
、t

2
表示）； 

（6）小车在 AB、BC 、AC 段的平均速度 v
AB
、v

BC
、v

AC
的大小关系是            （由大



到小排列），由此可见小车在斜面上做            运动。 

9．小明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中，所用杠杆质量分布均匀，每个钩码质量均为50g。 

 

（1）实验前没有挂钩码时，发现杠杆右端高，要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可将右端平

衡螺母向           调节使杠杆水平平衡。这样调节的目的是            。调节平衡后，

如图甲所示，在杠杆的左边 A 处挂四个钩码，应在杠杆右端 B 处挂同样的钩码            

个； 

（2）实验中小明发现用图乙所示的方式悬挂钩码，杠杆也能在水平位置平衡，但老师

建议，不宜采用这种方式，其主要原因为其主要原因为            ； 

A．一个人无法独立操作 

B．不方便测量力臂 

C．力和力臂数目过多，不易得出结论 

D．杠杆受力不平衡 

（3）完成实验后小明突发奇想，想利用该杠杆（重心位于 O 点）制作一个可以直接测

量质量的“杆秤”； 

₁如图丙所示，以杠杆上的 A 点为支点，当在 C 位置挂 3个钩码，则该杠杆的质量            

g。然后小明将 C 位置的 3个钩码取下，挂到右侧作为“秤砣”； 

₁为了将该“杆秤”的零刻度线标在 A 位置处，小明应在图丙 C 位置处装配一质量为            

g 的吊盘； 

₁接着小明在图丁的 D 位置标记上该“杆秤”能测的最大质量            g，并将其它质

量数均匀标记在 AD 之间的刻度线上，完成“杆秤”的制作； 

（4）小华在小明实验的基础上将“杆秤”改装成简易的液体密度杆，如图戊所示，将 C

位置的吊盘换成等质量且容积足够大的空桶，将右侧的“秤砣”换成一已知质量的物块 M ，

现往空桶内分别注入密度已知的等体积的不同液体，改变物块 M 悬挂点的位置，在 M

悬挂点处标出相应液体的密度值。下列关于密度秤制作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秤的刻度值可均匀标记在 AD 之间的刻度线上 

B．秤的刻度值向右越来越大 

C．增大 M 的质量，秤的量程会增大 

D ．将支点向 A 右侧移动 1格，秤的量程会增大 

10．小莹发现骑自行车下坡时，不用蹬自行车也会越来越快。为了探究沿斜面下滑的物



体速度如何变化，于是她用如图所示实验装置“测量小车运动平均速度”。 

 

（1）该实验原理是            。实验开始前，应将斜面以较小的倾角放置，目的是增

加小车运动的            （填“距离”或“时间”）； 

（2）实验时让小车从斜面上同一位置由            释放，当小车运动到斜面底端 C 处

时被金属片挡住，金属片的作用是            ； 

（3）请根据图中信息： 

路段 距离/cm 运动时间/s 平均速度/（m•s﹣1） 

AB   2  

AC   3 0.27 

BC     

分析可知，小车沿斜面下滑的速度            （填“越来越大”或“越来越小”）； 

（4）实验中，如果小车过了 A 点才开始计时，则测得的平均速度 v
AC
会偏            ； 

（5）图 2中能够准确反映小车从斜面顶端下滑到斜面底端运动情况的是            ； 

（6）小车经过AC 时间中点时速度为v
1
，经过AC 路程中点时速度为v

2
，则v

1
           v

2
。 

11．小明在“测小车的平均速度”的实验中，设计了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小车从带刻度

的斜面顶端由静止下滑，图中的圆圈是小车到达 A、B、C 三处时电子表的显示（数字

分别表示“小时₁分₁秒”）  

 

（1）该实验测小车平均速度的实验原理是：            ； 



（2）实验中要将木板垫起较小的坡度，是为了                  ； 

（3）实验前必须学会熟练使用电子表，如果让小车过了 A 点才开始计时，则会使所测

AC 段的平均速度 v
AC
偏           （选填“大”或“小”）； 

（4）小车通过全过程的平均速度 v
AC
＝             m/s。若 s

2
的路程正好是全部路程的

一半，则小车通过上半段路程的平均速度 v
AB
＝           m/s。 

12．小明利用以下器材：刻度均匀的杠杆、支架、弹簧测力计、刻度尺、细线和质量相

同的钩码若干个，对杠杆的特性进行了如下探究。 

 

A：“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 

（1）实验前，杠杆静止在图甲所示的位置时，此时，应将右端的平衡螺母向           调

节，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 

（2）小明同学所在实验小组完成一次操作后，实验现象如图乙所示，使得杠杆在水平

位置平衡的目的是           ，他们记录的数据为动力 F
1
＝1.5N，动力臂 l

1
＝0.2m，阻

力 F
2
＝1N，阻力臂 l

2
＝0.3m。小华同学测出了这组数据后就得出了“动力×动力臂＝阻

力×阻力臂”的结论，小强同学认为他的结论不一定科学，理由是           ； 

（3）小明把右边的钩码换成弹簧测力计，使杠杆从水平位置慢慢转过一定角度并保持

静止，弹簧测力计始终沿竖直方向，如图丙所示，此时的杠杆           （是/不是）处

于平衡状态； 

（4）如图丁所示装置，若每个钩码的重为 0.5N，在 A 点竖直向上拉动弹簧测力计使杠

杆保持水平平衡，则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大于/等于/小于）4N，原因是           ； 

B：“探究杠杆的机械效率”如图丁所示装置，每个钩码的质量为 m，O 为支点（支点处

摩擦忽略不计）； 

（5）小明将 3个钩码悬挂在 B 点，在 A 点竖直向上缓慢拉动弹簧测力计，拉力为 F
1
，

测得 A、B 两点上升的高度分别为 h
1
、h

2
，则此次杠杆的机械效率为η＝           （用

物理量的符号表示）。 

13．小明在“测滑轮组机械效率”的实验中，用如图甲所示的滑轮组进行了三次实验，实

验数据如表： 

实验次 物重 物体上升的高度 测力计的示数 测力计移动的距离



数 G /N h/cm F/N s/cm 

1 6 3 2.5 9 

2 6 5 2.5 17 

3 6 8 2.5 24 

（1）实验过程中，应           拉动弹簧测力计，若小明在实验中加速向上提升重物，

所测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会           （变大/变小/不变）； 

（2）分析表中数据，回答以下问题： 

₁表中有一个数据的记录是错误的，错误的数据是           ，应改为           ； 

₁第 3次实验中滑轮组的机械效率是           ； 

₁由表格中的数据可知：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与           无关； 

（3）小红在小明实验的基础上多使用一个滑轮也做了实验，如图乙所示； 

₁小红多使用一个滑轮，目的是为了改变           ； 

₁当这两位同学使用各自的滑轮组提升相同的重物时，若忽略绳重及摩擦，它们的机械

效率           （相同/不相同）。 

 

14．在“测定动滑轮机械效率”的实验中，小明用如图所示的动滑轮提升钩码，改变钩码

的数量，正确操作，实验数据如下： 

 

（1）实验时，用手        拉动弹簧测力计，使挂在动滑轮下的钩码缓缓上升； 

（2）第₁次实验时测得动滑轮的机械效率为         ； 



（3）由表中实验数据分析可知，同一动滑轮，所提升物重增大，机械效率将        （选

填“增大”“减小”或“不变”）。 

序号 钩码重 G /N 钩码上升高度 h/cm 拉力 F/N 绳端移动距离 s/cm 

₁ 1.0 20.0 0.7 40.0 

₁ 2.0 20.0 1.2 40.0 

₁ 3.0 20.0 1.7 40.0 

15．为了模拟研究超载和超速带来的安全隐患，小霞同学设计了如图所示的探究实验：

将 A、B、C 三个小球从同一装置高度分别为 h
A
、h

B
、h

C
的位置由静止滚下（m

A
=m

B
＜

m
C
，h

A
=h

C
＞h

B
），推动小木块运动一段距离后停止。 

 

（1）该实验中所探究物体的动能是指       （选填“小球”或“小木块”）的动能； 

（2）在甲、丙两图所示的实验中，A、C 两球刚滚到水平面时的速度       （选填“相

等”或“不相等”）； 

（3）用来研究超速带来的安全隐患时，小霞应选择          两图所示的实验进行比较； 

（4）后来小霞分别用 B 球和 C 球将弹性相同的弹簧压缩到相同程度后再放手，如图丁

所示，则两球离开弹簧时的速度        （选填“相等”或“不相等”）。 

16．提高机械效率能够充分发挥机械设备的作用，一组同学在“测量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实验中，实验测得的数据如表所示。 

次

数 

物体的重力

G /N 

提升的高度

h/m 
拉力F/N 

绳端移动的距离

s/m 
机械效率η 

1 2 0.1 1 0.3 66.7% 

2 3 0.1 1.4 0.3 71.4% 

3 4 0.1 1.8 0.3  

4 4 0.2 1.8 0.6 74.1% 



（1）实验中应尽量竖直向上         （选填“匀速”或“加速”）拉动弹簧测力计； 

（2）计算出第3组实验的有用功         J，机械效率是         （计算结果精确到0.1%）； 

（3）分析比较第 1、2、3次实验数据可以判定，使用同一个滑轮组提升重物时，被提

升的物体越重         （选填“越高”、“越低”或“不变”）。分析比较第 3、4次实验数据

可得，机械效率与物体上升的高度         （选填“有关”或“无关”）； 

（4）小红用均为 G
0
的滑轮，组装了如图 2所示的甲、乙两个滑轮组，在相同时间内把

重物 G 提升相同高度，若 F
1
＝F

2
，则 F

1
、F

2
做功的功率 P

1
         P

2
，机械效率η

1
         

η
2
（两空均选填“＞”、“＜”、“＝”），在不计绳重及摩擦时，G︰G

0
＝         。 

 

17．如图所示，“手提电子秤”具有精确度高，携带方便等特点，小李用它测量石块的密

度，步骤如图所示： 

 

图 A：石块挂在电子秤的挂钩下静止，电子秤的示数为 3.00N； 

图 B：将石块浸没于水中静止（未触底），小李发现电子秤的示数在规律性地变化，一

段时间过后才稳定下来，最终为 2.00N； 

图 C：小李想知道原因，便取出石块，擦净表面的水后，测其重力为 3.20N； 

图 D：将图 C 中的石块再次浸没到另一种液体中，示数为 2.30N； 

（1）石块的密度为       kg/m3； 

（2）图 D 中液体的密度为       kg/m3。（忽略水与液体互溶的影响） 

18．如图所示是测量平均速度的实验装置： 



 

（1）实验原理是        ； 

（2）实验中需要的测量工具有        、        ； 

（3）实验时应使斜面的坡度小些，这样做的目的是                ； 

（4）某次实验的过程如图所示，图中的电子停表分别显示的是小车在斜面顶端、中点

和底端的时刻，则该实验中小车通过全程的平均速度是        m/s，小车通过斜面下半

段路程的平均速度是        m/s； 

（5）小车从斜面顶端运动到底端时，做        （选填“匀速”或“变速”）直线运动。 

结合上例探究以下问题： 

（a）实验前必须学会熟练使用电子停表，如果在小车过了 A 点后才开始计时，会使所

测全程时间偏        ，平均速度偏        ； 

（b）如图中四个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图像，能反映出小车下滑运动的是        。 

 



参考答案： 

1．     秒表     减小     0.50     小     小     D  

【详解】（1）[1]测量小车运动的平均速度的原理为
s

v
t

 ，则实验中需要用刻度尺测量路程

和用秒表测量时间。 

（2）[2]实验中，应使斜面的坡度较小，这样小车滑下的速度较小，时间较长，便于测量。 

（3）[3]小车 BC 段的距离为 

40.0 0.00 40.0
BC
s cm cm cm    

所用时间为 

2.4s 1.6s 0.8s
BC AC AB
t t t      

小车通过 BC 段的平均速度为 

40.0
50 /s 0.50m /s

0.8s
BC

BC

BC

s cm
v cm

t
＝ ＝ ＝ ＝  

（4）[4]过了 B 点后计时，所计时间偏大，根据公式
s

v
t

 可知，在路程不变的情况下，时

间偏大，速度就会偏小。 

（5）[5]小车从 B 点由静止释放，测出小车到达 C 点的时间，所测时间不是运动过程中下半

程的时间。小车从 A 到 C 的过程中通过 B 点时的速度不为 0；小车通过 AC 段的时间与 AB

段的时间之差才是下半程 BC 段的时间，他测得的平均速度比真实值偏小。 

（6）[6]小车从 A 到 C，做加速直线运动； 

A．图中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故 A 不符合题意； 

B．图中速度随时间的增加不变，即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故 B 不符合题意； 

C．图中路程增加的幅度小于时间增加的幅度，即物体做减速运动，故 C 不符合题意； 

D．图中速度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即物体做加速直线运动，故 D 符合题意。 

故选 D。 

2．     
s

v
t

      小     时间     0.90     0.30     大          1 2

1 2

5

2 3

v v

v v
 

【详解】（1）[1]测量小车的平均速度的实验是根据
s

v
t

 进行速度计算的。 

（2）[2][3]斜面的坡度越大，小车在斜面上滑下的速度越快，在斜面上运动的时间越短，不

方便测量时间，因此实验中为了方便计时，应使斜面的坡度较小。 

（3）[4][5]实验中所用刻度尺的分度值为1dm ，由图可知 AC 段的路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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