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胡梦蝶 版式/高 薪 热线热线//8283714682837146 邮箱邮箱/kaoshibao@bjeea./kaoshibao@bjeea.cncn

7 初中学考·辅导2023年3月11日 星期六

浮力是力学部分核心主干知识，而浮力问题本身

会涉及密度、平衡、压力、压强等相关问题，是学考的

考点。压强、浮力综合问题具有涉及知识范围广、难

度深、考查方式灵活等特点，因此也成为了考试的难

点。本文运用不同的方法分析解决相关综合问题，帮

助考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来理解此重点。

一、相关知识回顾

1. 求浮力的方法：（1）定义法，F浮 = F向上 - F向下

（ 方 向 竖 直 向 上 ）；（2）阿 基 米 德 原 理 ，
F浮 = G排 = ρ液gV排 ；（3）平衡法，当物体处于漂浮、悬浮

时，处于平衡态，在不受到其他外力的前提下，此时
F浮 = G ；（4）称量法，F浮 = G - F示 。

2.物体的沉浮条件（前提是物体浸没在液体中，且

只受到浮力和重力）：（1）上浮，F浮＞G ，ρ物＜ρ液 ，最终

结果是处于漂浮状态，此时 F浮＝G ；（2）悬浮，F浮＝G ，
ρ物＝ ρ液 ；（3）下沉，F浮＜G ，ρ物 ＞ ρ液 ，最终结果是处

于沉底状态，此时 F浮 = G＋F支 。

二、例题讲解

1. 同种物体，不同液体
【例1】甲、乙两个圆柱形容器完全相同，静止放在

水平桌面上，容器中分别盛有体积相同的A、B两种液

体，将一个小球先后放入两个容器中，静止时，小球在

甲容器中漂浮，在乙容器中沉底，如图1所示。若A、B

液体的密度分别为 ρA 、ρB ，小球在A、B液体中所受浮

力分别为 FA 、FB ，甲、乙两个容器对桌面的压力分别

为 F甲 、F乙 ，甲、乙两个容器对桌面的压强分别为 P甲 、
P乙 ，则下面说法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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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甲 乙

A． ρA＞ρB B． FA＜FB

C． F甲＞F乙 D． p甲＞p乙

【分析】
（1）根据沉浮条件: ρ球＜ρA ，ρB＜ρ球 ，得 ρA＞ρB ，

所以A正确；

（2）如果根据阿基米德原理解决此问题，发现：
VA排＜VB排 ，但 ρA＞ρB ，所以无法判断 F甲 = ρAVA排g 与
F乙 = ρ水VA排g 的大小关系。从受力平衡的角度考虑，以

小球为研究对象：G球 = FA（A液体中），G球＞FB（B液体

中），得 FA＞FB ，所以B错误；

（3）整 体 法 ：以 整 个 容 器 为 研 究 对 象 ，
F甲 = G容器 + GA + G球 ，F乙 = G容器 + GB + G球（GA 和GB 分别

为A、B液体的重力），由于 ρA＞ρB ，且 VA = VB ，则 GA＞GB ，

所以 F甲＞F乙 ，C正确；

（4）根据 P = F/S ，由于 F甲＞F乙 ，且 S甲 = S乙 ，则
p甲＞p乙 ，所以D正确。

2. 不同物体，同种液体
【例2】甲、乙两个完全相同的烧杯，装满水放在水

平桌面上。将体积相同的两个小球A、B分别放在甲、

乙烧杯中，小球静止时如图2所示，A、B两个小球的密

度分别为 ρA 和 ρB ，甲、乙两杯水对容器底的压强分别

为 p甲 和 p乙 ，A、B 两个小球受到的浮力分别是 FA 和
FB ，容器对桌面的压力分别为 F1 和 F2（烧杯的质量忽

略不计），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图２
甲 乙

A. ρA＞ρB B. FA＜FB

C. p甲＞p乙 D. F1＞F2
【分析】
（1）根据沉浮条件: ρA＜ρ水 ，ρ水＜ρB ，得 ρA＜ρB ，

则A错误；

（2）根据阿基米德原理：F浮 = ρ液gV排 ，而同种液体

中，VA排＜VB排 ，得 FA＜FB ，则B正确；

（3）根据 P液 = ρ液gh ，而液体密度和深度均相等，

得 p甲 = p乙 ，则C错误；

（4）【方法一】理论推导：

整体法：以整个烧杯为研究对象，
F1 = G水 - GA排＋GA = G水 - FA＋GA ，
F2 = G水 - GB排＋GB = G水 - FB＋GB 。

隔离法：以球 A 为研究对象得 FA = GA ；以球 B 为

研 究 对 象 得 FB＋F支 = GB ，则 F支 = GB - FB ，则
F1 = G水 ，F2 = G水＋F支（其中 F支 为容器底部施加给 B

的支持力），所以 F1＜F2 ，则D错误。

【方法二】实验验证（建立类似的情景）：

用水倒满溢水杯，再放到电子秤上，观察电子秤

的示数（如图甲），分别将体积相同的木块和铝块（如

图乙）放入溢水杯中，然后将溢水杯分别放到电子秤

上，观察电子秤的示数（如图丙）（电子秤的示数等于

溢水杯对电子秤的压力大小）。

甲 乙

丙
（a） （b）

【实验现象】

（1）木块（密度比水小）放入水中，对电子秤的压

力基本没变，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与理论分析基本

相符。

（2）铝块（密度比水大）放入水中，对电子秤的压

力变大，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变大的部分应等于铝块

对容器底部的压力。

得出结论：从图丙（a）和（b）可知，铝块沉入底部，

整体容器对电子秤的压力更大。实验得到的结论与

理论分析完全符合。

【方法三】填补法：排开的液体被浸入液体中的那

部分物体所替代，ρAVA排g＜ρ水VA排g ，则容器对桌面的

压力变小；ρBVB排g＞ρ水VB排g ，则容器对桌面的压力变

大，所以 F1＜F2 。

【方法四】极限法：假设 ρA 无限小，ρB 无穷大，

甲溢出的水为零，容器对桌面的压力大小仍为原

来水杯和水的总重，乙中与 B 球等体积的水换成密

度更大的 B 球，对桌面的压力远大于原来水杯和水

的总重。

素养立意下的历史学科考试要求考生重视历史学科知识的

积累，构建知识结构，把握内在联系，还要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学会迁移，不断提升在新情境下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准确地进行

表达。面对这样的考试，考生要从哪些方面下功夫呢？

一、记忆——抓住时空线索，构建知识体系

如果老师问：“洋务运动的口号、代表人物、意义是什么？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性质、影响有哪些？”相信很多考生都会脱

口而出。如果继续问：“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怎样发展的？”可

能有的考生就不知道要回答哪些知识了，中国近代化历程包

括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些事件。大

部分考生在记忆历史知识时，记住的是单一的历史知识点，这

种现象为记忆的碎片化。怎样克服呢？考生可将历史知识置

于整个历史的时空中进行记忆。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

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存在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中，才

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

考生要用好年代尺这个学习工具。重要阶段、历史事件

要精准落位到年代尺上，从年代尺上能够看出历史事件在时

间上的先后顺序，重大事件的起讫，事件之间的距离大约有多

少年，以及在大约一个相同的历史时间之内有哪几个重要历

史事件。通过年代尺，考生可掌握历史长河中的点，还可掌握

长河中的线，以及这一阶段的特征。

利用地图形成空间概念也很重要。历史地图通常表述人

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空间下的发展状况，能对历史事

件的地点、空间联系及其地理环境提供丰富的信息。考生在

复习中要充分利用课本和地图册上的地图，学会准确描述，读

图时注意看图名、图例、路线等重要信息，然后用文字揭示联

系或规律，加深、巩固对该事件的认识。

综上，考生可通过年代尺和历史地图促进历史知识的记

忆，在扎实的历史知识基础上形成一张时空网，构建系统的历

史知识体系。

二、识读——学会阅读史料，树立证据意识

史料阅读能力，指的是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通过阅读相关

历史资料，采用多种途径获取史料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而能

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地分析和解决有关历史问题。史料阅

读能力是学习历史的基本能力，考生要把教材作为重要的历史

阅读材料，充分运用教材中的典型材料，包括文字、图片、图表、

地图等，锻炼阅读材料的能力和学会“论从史出”地分析材料。

无论哪种类型的材料，都有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考生在识读中

第一步要仔细阅读文字，观察图片，阅读上面的提示语；第二步

要提取材料中的显性信息；第三步要训练如何结合显性信息和

所学知识分析隐性信息。

对于历史教材中呈现的根据某一历史事件得出的具有概

括意义的观点，考生在阅读过程中要大胆提出质疑，积极寻找

证据，作出合理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培养有效搜集史料以及

整理史料的方法，提高鉴别史料、解读史料的能力，通过有说

服力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更好地达到培养证据意识的

目的。

当考生具备了史料阅读能力后，就要学会把从材料中理

解到的潜在意义和头脑中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解

题的过程就是要会从古今中外的知识体系中找到符合材料的

有用史实回答相关问题。

三、表达——运用专业术语，准确规范表述

在考试中，准确严谨的表述是解题的最后一个环节。很

多考生可以读懂史料，厘清问题，形成理解认识，但却不能准

确地表达出来，考生可通过材料解析题加以训练提升。

在材料解析题的训练过程中，考生首先要分析问题，审清题

目要求。其次，要带着问题去读材料，明确材料的中心，不管一

段材料有多长，总是围绕某一个中心展开，只要抓住了这个中

心，就有了解题方向和目标，就可以提炼出相关背景知识并和已

知构建起联系。再次，要挖掘材料中的有效信息，考生可择录材

料中的某些短句、字词，但不宜过多抄袭长句；也可以联系利用

课本的经典结论或观点；还可以自己归纳提炼，但要注意历史表

述的严谨性，要用历史专业术语，不能随意杜撰和改变。最后，

要注意答题规范和卷面整洁，答案应做到要点化、条理化。

力学专题复习：

压强、浮力相关综合问题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学校教师 岳云凤

记忆 识读 表达
——历史复习三部曲

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 王 绯

物理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