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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技能  

1．依据生活经验认识平衡力和平衡状态的概念，会判断物体受到的力是否为平衡力。 

2．会利用二力平衡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过程与方法  

1．经历探究二力平衡条件的实验过程，归纳、总结得出结论。 

2．通过认识平衡力和平衡状态关系，进一步体会力与运动的密切关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参与实验活动，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科学探究实践的思想和互相配合的协作精神。 

2．在用二力平衡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体会物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教学重点  

二力平衡的物理意义。 

教学难点  

二力平衡的探究及其应用。 

教具准备  

卡片、棉线、铁架台、小车、两个定滑轮、两个大吊盘、砝码盒、细绳、多媒体课件等。 

 

一、情景引入 

片段导入：为响应国家号召，很多人都开展了“地摊经济”，小明也不例外，拉着一串

氢气球来到市场，并晒图求围观；可就在晒完图的下一秒又发出了“收摊”的朋友圈并配上

了氢气球加速升空的图片。 

 

 

 

 

思考：小明是如何把氢气球控制在手中的？又如何不慎将其放归蓝天的？ 

二、新课教学 

探究点一：二力平衡的概念 

提出问题：惯性定律告诉我们，物体不受力时，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但不

受力的物体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有些物体还会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呢？ 

(1) 展示：静止的石块、静止的电灯、匀速吊起的货物、匀速直线行驶的汽车它们各处

什么状态？ 

学生思考讨论后总结：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即运动状态保持不变的情况。 



 

 

 

 

 

教师总结：由于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所以我们把其称为

平衡状态。进而发问：它们各自都受哪些力的作用？ 

(2)学生分组讨论各物体的受力情况 

教师进一步总结：一些物体虽然受力，但是这几个力的作用效果相互抵消，就相当于不

受力。我们就说这几个力相互平衡，这时的物体我们就说它处于平衡状态，受到的这几个力

也称为平衡力。 

(3) 展示：加速上升的火箭，绕地匀速飞行的航天器，落地弹跳的小球。 

 

 

 

 

(4) 小组讨论、分析、交流同理总结：速度大小或运动方向发生变化，及运动状态改变，

不是平衡状态，简称非平衡态；受到的力属于非平衡力。 

课堂达标一：静止的气球，加速上升的气球，匀速上升的气球。它们都处于什么状态？

分别都受哪些力的作用（忽略空气阻力）？哪些属于平衡力，哪些属于非平衡力？ 

 

学生在黑板作图，之后教师进行评讲。 

提出问题：同样一个物体受两个力的作用，为何运动状态不同呢？两个力的平衡需要满

足什么样的关系呢？ 

 

探究点二：二力平衡条件 

实验探究目的：二力平衡的条件 

1．猜想与假设。 

让学生猜想在什么条件下二力平衡。(可能与作用力的大小、方向、作用位置……有关) 

2．制定实验计划、设计实验。 

学生根据桌上所准备的实验装置，如图所示(还有若干质量相等或不等的砝码)，自己设

计实验探究二力平衡时，两个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应该有什么关系。 

各实验小组交流设计的实验方案，选择合适的实验器材，并对自己设计的方案进行修改。 

 



3．学生分组实验。 

实验方法：在两边盘子中放质量相等的砝码，使小车受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

同一直线上的力。小车处于平衡(静止)状态，改变小车的受力情况： 

①改变其中一边盘子里砝码的质量，使小车受到的力大小不等。 

②将其中一边盘子里的砝码全部移到另一边使小车受到的力方向相同。 

③转动小车，使小车受到的力不在同一直线上。 

④垂直于小车受力方向移动木块，使小车受到的力不在同一直线上且方向相同或不相同。 

将实验条件和现象记录在下面的表格中。 

 

4.分析与论证。 

引导学生分析，哪些情况下轻质卡片不能保持静止，哪些情况下轻质卡片能保持静止，

从而得出结论。 

学生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两个力，如果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

且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两个力就彼此平衡。 

5．评估。 

可以向学生指出，小卡片在竖直方向受重力作用，但实验中卡片很轻，所受重力很小，

可以忽略。 

教师总结：二力平衡的条件：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的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且

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八字口诀”：同体、等值、反向、共线。 

课堂达标二：下列的两个力平衡了吗？为什么？ 

 

 

探究点三：二力平衡的应用 

1．根据物体的运动状态判断受力情况。 

思考：弹簧测力计是怎么测物体的重力的？ 



            

学生分析物体受重力和弹簧的拉力，处于静止状态，所以重力和电线的拉力是一对平衡

力。那么这两个力一定满足二力平衡的条件，即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且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灯受到的重力为弹簧测力计的示数。 

教师总结：根据物体处于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可以判断出作用在物体上的两

个力是一对平衡力，进而判断所求力的大小和方向。 

2．根据受力情况判断物体的运动状态。 

思考：火车在平直的轨道上行驶，在水平方向上受牵引力和阻力。如果牵引力大于阻力，

火车将怎样运动？如果牵引力小于阻力，火车又将怎样运动？牵引力和阻力相等时，火车又

将怎样运动？ 

 

学生讨论后回答：牵引力大于阻力，火车将加速；牵引力小于阻力，火车将减速；牵引

力和阻力相等时，水平方向二力平衡，火车匀速直线前进。 

教师总结：物体不受力时，应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保持静止状态。物体受一个力，运动

状态发生改变，这是力产生的效果。物体受平衡力时，应保持静止或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静止的物体受平衡力时，仍然保持静止；运动的物体受平衡力时，仍然做匀速直线运动。 

3．一对平衡力和一对相互作用力的区别。 

思考：一对平衡力和一对相互作用力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试着把它

们加以区别。 

学生讨论后回答：相同点是都满足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不同点是

一对平衡力是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力，而一对相互作用力是分别作用在“不同”物体上

的力。两个力，只要不是作用在同一物体上，就不可能是平衡力；两个力中，发生作用的物

体只要出现第三个，就不可能是相互作用力。 

三、板书设计 

第 2 节 二力平衡 

 

 

本节内容由“二力平衡的条件”和“二力平衡条件的应用”两部分内容组成，而本节课

只讲了第一课时的内容。让学生掌握平衡状态和平衡力，了解非平衡态和非平衡力；教学的

重点是二力平衡的条件，关键是让学生经历探究二力平衡条件的实验过程。二力平衡条件的

应用是本节教学的难点，突破它的关键是通过对生活中实例的观察与分析，引导学生归纳、

总结、应用二力平衡的条件，以及知道平衡力与相互平衡力的异同，这些计划在了第二课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