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怎样才叫做功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知道机械功的概念，能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机械功的含义．

2．知道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3．理解功的计算公式W＝Fs，知道功的单位．能用功的公式进行有关计算．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和解释生产、生活中的有关实例的过程，了解功和能的含义，学习从物理规律

中归纳简单的物理现象的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观察生产、生活中的做功实例，认识到物理知识与自然现象、生产生活的紧密联

系，养成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物理规律的习惯．

【教学重点】

能识别物体在什么情况下做功，在什么情况下未做功．

【教学难点】

怎样正确地测算功．

┃教学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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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课引入

关于功

1.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我国举重选手龙清泉夺得了金牌，极大地鼓

舞了全国人民．我校为了锻炼同学们的身体也买了杠铃供同学们使用．小明同

学用尽全身力气想举起杠铃，可是杠铃在地上却纹丝不动．思考：在这一过程

中小明同学对杠铃施加的力产生效果了吗？

2.“劳而无功”这一成语出自《庄子·天运》：“是犹推舟子涉地，劳而

无功．”释义“功”，功效．花了劳力却收不到功效，形容白费力气，可见古

人早已知道花了力气而没有功效这一物理现象．那么我们物理学中的“功”是

如何定义的，怎样才算做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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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课教学

(一)怎样才叫做功

1.用多媒体出示如图11－1－1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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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同学们观察上面两幅图的情况，你能找一找他们活动的共同点

吗？

启发学生回答观察到的现象，教师分析后与学生共同小结.

(学生的回答多种多样，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

的，都需要给予鼓励．同时教师在黑板一侧板书学生的回答，体现学生的主体

地位)

小结：他们都给物体施加了一个力的作用，同时使物体在力的方向上移动

了一段距离.

2.请同学们将书从地面移到桌面再观察下面的实验，共同体验一下，力作

用在物体上产生的效果.

将掉到地上的书捡起来如图11－1－2甲所示，让学生回答观察到的现象.

要求：用示意图表示出书所受的力以及运动过程情况，如图11－1－2乙

所示

小结：书在手的力的作用下，由地面移动到了和桌面相同的高度.

归纳总结：(1)上面几个实例的共同点：①物体受到力的作用；②物体在

力的方向上移动了一段距离.

(2)几个实例的不同点：①力的方向不同：对小车的力是在水平方向上，

对书和吊篮的力是在竖直方向上．②运动方向不同：小车是在水平方向上，书

和吊篮在竖直方向上.

物理学中规定：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使物体在力的方向上移动一段距离，

就说这个力对物体做了机械功(简称“做了功”).

教师讲解：通过上面的学习，你能总结一下，做功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吗？

做功的两个必要条件

1.请你判断下列四种情况是否对物体做了功？

(a)小鸟将虫子从地里叼起来

 (b)人将油桶沿斜面向上推到仓库中

 (c)举重运动员举着杠铃不动

(d)司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汽车纹丝不动

 学生回答后，教师接着订正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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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小鸟将虫子从地里叼起来的过程中小鸟对虫子施加了力，虫子从地

里被叼起来的距离方向和该力的作用方向一致，满足做功的条件，所以小鸟对

虫子做了功.

②(b)人将油桶沿斜面向上推，人对油桶持续用力，力的方向沿斜面向

上，油桶在上升的过程中沿斜面移动的距离方向和该力的作用方向一致，因此

人对油桶做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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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c)杠铃被举在高处静止不动，尽管运动员对杠铃用了力，但杠铃没有

移动距离，不满足做功的条件，所以运动员对杠铃没有做功.

④(d)虽然司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汽车纹丝不动，说明对汽车用力了，

但汽车在力的方向上并没有移动距离，不满足做功的条件，因此劳而无功.

2.请同学们再分析下面文字叙述的两个实例，有没有做功.

(1)“嫦娥一号”在太空中飞行时，会多次关闭点火装置，“嫦娥一

号”在这一过程中是靠惯性在太空中向前飞行.

(2)装卸工人从地面上搬起货物放在肩上，用肩扛着货物在水平路面上行

走.

师生共同分析：

(1)关闭点火装置后，“嫦娥一号”靠惯性在太空中飞行的一段距离中，

燃气的推力已不存在，即只有距离而没有力，所以此过程中燃气的推力没有做

功.

(2)装卸工人运送货物分两个阶段：竖直搬起和水平移动，在第一个阶

段，工人向上搬起货物，在力的方向上移动了一段距离后放在肩上，工人对货

物做了功；第二阶段，因为工人用力方向向上，运动方向为水平方向，在支持

力方向上没有移动距离，因此支持力不做功.

教师引导：通过学习你能总结一下，物体不做功有哪几种情况吗？

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后，共同总结.

通过大量事实总结出三种不做功情况：

(1)物体不受力的作用而由于惯性运动．由于不受力，没有做功．例如，

在光滑的水平面上匀速滑动的木块，没有力对它做功(不劳无功：F＝0).

(2)物体受到力的作用，但保持静止状态．即物体在力的方向上没有移动

距离，力对物体不做功．例如推而不动、抬而不起等情况，虽然物体都受力的

作用，但没有移动距离，力

对物体没有做功(劳而无功：s＝0).

(3)物体受到某力的作用，但运动方向始终与该力方向垂直，使物体在力

的方向上没有移动距离，该力对物体不做功．例如，人提着水桶沿水平路面行

走一段距离，人对水桶拉力的方向竖直向上，而水桶移动的距离是沿水平方

向，二者互相垂直，即水桶没有沿拉力的方向移动距离，拉力对水桶没有做功

(F与 s垂直).

总结：做功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二是物体在力的方

向上通过的一段距离，二者缺一不可.

教师导入：前面我们已经学过怎样才叫做功以及做功的两个必要条件，那

么怎样测算功的大小呢？

(二)怎样测算功

1.功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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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运动员从地面将杠铃高高举起所做的功比我们把

书从地面移到桌面所做的功多．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做功的大小呢？

用多媒体展示下面的问题：

第 1次：你提着 20N的书包从1楼爬到2楼；



第 2次：你提着 20N的书包从1楼爬到3楼；

第 3次：你提着40N的书包从1楼爬到3楼.

请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1)你认为你在第 1次和第 2次运动中，哪次做功多？________.第 2次是

第 1次的________倍.

(2)你认为你在第 2次和第 3次运动中，哪次做功多？________.第 3次是

第 2次的________倍.

(3)你认为你在第 1次和第 3次运动中，哪次做功多？________.第 3次是

第 1次的________倍.

引导学生共同分析：(1)第 1次和第 2次运动中，提的书包重力相同，第 2

次运动的距离是第 1次的2倍.

(2)第 3次运动中提的书包重力是第 2次的2倍，第 2次和第 3次运动的距

离相同.

(3)第 3次运动中提的书包重力是第 1次的2倍，第 3次运动的距离是第 1

次的2倍.

得出结论：由(1)可以得出：做功多少跟力的大小成正比；

由(2)可以得出：做功多少跟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成正比；

由(3)可以得出：做功多少跟力的大小和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都

有关系，跟它们的乘积成正比.

所以物理学中规定：力对物体做的功等于力与物体在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

离的乘积.

功的公式：功＝力×距离 即 W＝Fs

公式说明：在用此公式计算功的大小时，受到力F作用的物体和移动了距

离的物体必须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对象”移动距离的方向和它受力的方

向必须一致，且必须同时.

2.功的单位

(1)在国际单位制中，功的单位是焦耳，简称焦，用符号“J””表示，1J”＝

1N·m.

(2)焦耳是英国物理学家，焦耳的主要贡献是测定了热和机械功之间的当

量关系，此外，他在电学和磁学方面也有贡献.1850年，焦耳被选为英国皇家

学会会员．人们为了纪念他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将功和能量的单位命名为“焦

耳”.

3.功的计算

[思考1]用手匀速托着两个鸡蛋升高 1米，手对鸡蛋大约做多少功？

引导学生分析：两个鸡蛋的重力约1牛顿；

匀速托起鸡蛋，手的托力F等于鸡蛋的重力F＝G＝1N

鸡蛋在托力的方向上上升的距离 s＝1m

托力对鸡蛋做的功W＝Fs＝1N×1m＝1J”

 [思考2]人拉着重为2000N的车子沿水平方向前进了 5m.有同学说：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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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中，人做的功是 W ＝Fs＝2000N×5m＝10000J”.他的算法对吗？如果不

对，错在哪里？

在这个例子中，要计算出人拉车的力所做的功，还必须知道什么条件？为

什么？

引导学生分析：2000N的重力并没有对车做功．因为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

下的，而车子是在水平方向上移动.

要计算人拉车的力所做的功，就要用拉力的大小乘车子在拉力的方向上通

过的距离．已知车子沿拉力的水平方向前进了 5m，所以还需要知道拉力的大

小.

(三)机械功原理

提出问题：人们使用机械工作时，有时可以省力，有时可以省距离．但是

使用动滑轮提升重物，能不能省功呢？

猜想与假设：使用动滑轮提升重物可以省力，但不能省功.

设计实验：按照如图 11－1－3所示，利用动滑轮提升物体，测出各量进

行验证.

进行实验：按照如图 11－1－3所示，利用动滑轮提起重为 G的物体，测

出物体升高的高度 h，在手的位置绳的自由端加一支弹簧测力计，测出提起重

物时的拉力 F，并测出绳子自由端移动的距离 s，则使用动滑轮时手拉绳做

功：W1＝Fs＝×2h＝Gh；用动滑轮匀速提升重物时做功：W2＝Gh，所以 W1＝W2.

分析与论证：根据使用简单机械时的“力”和“移动距离”的关系知：使

用简单机械如果要省力，则需多移动距离．动力是阻力的几分之一，则动力通

过的距离就是阻力移动距离的几倍，二者乘积不变，故使用简单机械不省功.

归纳总结：通过对实验结果 W1与 W2的比较可知，使用杠杆这种简单机械

不省功.

大量实验表明：使用机械，有的可以省力，有的可以改变力的方向，有的

可以省距离，但它们都不省功，即使用机械时，人们所做的功，都等于不用机

械而直接用手所做的功，也就是使用任何机械都不能省功，这个结论叫做机械

功原理，在历史上被誉为“机械的金科玉律”.

┃教学小结┃

【板书设计】

11．1　怎样才叫做功

一、怎样才叫做功

1．功的定义：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使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了一段距离，就说这个力

做了机械功(简称“做了功”)



2．做功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作用在物体上的力，二是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了一段

距离

二、怎样测算功

1．力对物体做的功等于力与物体在力的方向上移动的距离的乘积

2．功的公式和单位

①计算公式：W＝Fs　②功的单位：焦耳(J”)

三、功的原理

使用任何机械都不能省功

【教学反思】

本节课主要通过生活中大量的事例讲解了做功的条件和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同时通过

例题的讲解，使学生明确解题的基本格式．但是课后仍然发现有不少学生对做功的条件分不

清，下节课仍需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