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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相同的连接体问题——内力公式进阶应用 
王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以加速度相同的连接体为例，通过寻找一个外力作用时，内力与外力之间的关系到多个外力存在时内力与外力的关系，

探寻内力与外力之间的规律，更深刻认识力的独立作用原理和内力的叠加原理，达到知识整合、思维提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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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背景分析 

进阶学习是指在一段时间跨度内进行某一主题学习时连贯且

逐渐深入的学习方式，符合学生的思维发展规律，对于高三复习学

生而言习题进阶教学是对知识进行巩固和应用的重要途径，从基本

问题出发，引导学生逐层深入对问题进行探究，有助于学生构建并

深化知识内在的逻辑认知，形成严谨的思维习惯，在学习进阶理论

指导下，试卷讲评习题教学课堂更能够促进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的

发展。 

二 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知道对于连接体常采用整体法与隔离法这些基本方

法，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但缺乏对知识的整合和简化，应

用不够灵活，认识不够深刻，因此教学中引导学生逐级深化，找到

连接体之间的共性和联系，熟练运用相关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教学过程： 

三 核心素养目标 

①熟练应用整体法和隔离法分析连接体问题 

②熟练掌握连接体在特殊情况下的结论 

③知道连接体使用的条件 
物理观念 

④知道连接体的力学本质拓展应用. 

①对于一般的连接体问题，知道其按照质量分配的规

律； 
科学思维 

②灵活使用连接体在外在动力和阻力同时存在的处理

方法和拓展应用. 

科学探究 
①从理论推导到合理外推，体验科学探究思路的建立

和过程. 

①通过推理分析，体会力与运动的本质联系； 

科学态度 

与责任 

②通过探究过程体会严谨求实的科学观，在今后的生

活学习中，遇到未知问题也能够有正确的科学探究态

度. 

四：教学过程 

连接体模型是高中典型物理模型之一，连接体是指运动中的几

个物体或叠放在一起，或并排挤放在一起，或用细绳、细杆联系在

一起的物体组。解决这类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整体法和隔离法，对于

连接体问题，系统内物体之间的的相互作用力是我们避免不了要讨

论的话题，今天我们就来讨论物体之间的内力与外力之间的规律。 

问题 1：什么是连接体，处理连接体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 

学生讨论回答：整体法和隔离法 

1、模型建立： 

连接体：是指运动中的几个物体或叠放在一起，或并排挤放在

一起，或用轻绳、轻杆连在一起的物体组 

处理方法：整体法和隔离法 

问题 2：这些就是我们常见的连接体模型，对于连接体问题，

系统内物体之间的的相互作用力是我们避免不了要讨论的话题，那

么这些物体组内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外力之见有什么样的规律

呢？下面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 

2、一个外力作用时内力与外力间关系 

例 1：如图示：质量分别为 mA 和 mB的物块放置在光滑水平桌

面上，现用恒力 F2水平向右作用在物块 B 上，使整体向右做匀加速

直线运动.求:B 对 A 的推力 

 
学生活动：请用整体法和隔离法求 A、B 之间的推力。 

得推力为：

BA

A
BA mm

FmF
+

= 2  

变式 1：质量分别为 mA 和 mB的物块放置在光滑水平桌面上以

速度 v0向右运动，现用恒力 F 水平向右作用在物块 A 上，使整体向

右做匀减速速直线运动.求:B 对 A 的推力 

 
学生活动：请用整体法和隔离法求 A、B 之间的推力 

得推力为：

BA

B
AB mm

FmF
+

= 1

 

F1、F2分别是物体组受到的外力，那么物体组内的一部分物体受

到的外力由物体之间的内力提供，根据牛顿第二定率可知，当系统

具有共同加速度时，当系统总质量一定时，被推的物体质量越大，

则物体之间的内力越大，即物体组内一部分物体受到的合力与这一

部分的质量成正比，受力方向与外力方向相同，即物体组内各部分

之间的内力满足质量分配原理。 

问题 3：当系统同时受到两个外力时又有什么规律呢？ 

3、两个个外力作用时内力与外力间关系

 例 2：质量分别为 mA 和 mB的物块放置在光滑水平桌面上，现

用恒力 F2水平向右作用在物块 B 上，恒力 F1水平向左作用在物块 A

上使整体向右做匀加速速直线运动.求:A、B 之间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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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请用整体法和隔离法求 A、B 之间的推力 

得推力为：

BA

AB
BA mm

FmFmF
+
+

= 21

,

我们可以把这个力拆

为：

BA

A

BA

B

m
Fm

m
Fm

+
+

+ mm
21 ，其中第一项是外力 F1的存在让

A、B 接触面上产生的内力，第二项是外力 F2的存在让 A、B 接触

面上产生的内力，F2的存在使 B 对 A 的内力方向向右，F1的存在使

A 对 B 的内力方向向左，那么 B 对 A 的力仍然向右，因此接触面间

弹力为：

BA

AB
BA mm

FmFmF
+
+

= 21 。  

我们可以理解为：当物体系统内各物体加速度相同时，任意一

个外力都独立作用于物体系统并按质量分配给各个部分（即：质量

分配原则）.当有多个外力作用于物体系统时，物体之间的内力等于

每个外力单独作用时引起内力的矢量和。 

 
变式 1：质量分别为 mA 和 mB的物块放置在光滑水平桌面上，

现用恒力 F2水平向右作用在物块 B 上，恒力 F1改为水平向右作用在

物块 A 上使整体向右做匀加速速直线运动.求:A、B 之间的推力。 

学生活动：请用整体法和隔离法求 A、B 之间的推力 

得推力为：

BA

AB
BA mm

FmFmF
+
−

= 21

。

我们可以把这个力拆

为：

BA

A

BA

B

m
Fm

m
Fm

+
−

+ mm
21 ，其中第一项是外力 F1的存在让

A、B 接触面上产生的内力，第二项是外力 F2的存在让 A、B 接触

面上产生的内力，F2的存在使 B 对 A 的内力方向向右，F1的存在使

A 对 B 的内力方向向右，那么 B 对 A 的力向左，因此接触面间弹力

为：

BA

AB
BA mm

FmFmF
+
−

= 21

 

问题 4：当系统同时受到多个外力时又有什么规律呢？ 

 
4、多个外力作用时内力与外力间关系 

例 3：若有一恒力 F1向左作用在物体 A 上，恒力 F2向右作用在

物体 B 上，使得 A 和 B 紧靠在一起向右做加速运动，A、B 与水平

面之间的动摩擦因数分别为μA、μB试求此时 A、B 之间的作用力？ 

学 生 活 动 ： 利 用 整 体 法 和 隔 离 法 得 表 达 式 ：

( )
BA

BABA

BA

BA

mm
gmm

m
FmFmN

+
−

+
+
+

=
μμ

m
12

，

然后将表达式拆分开后的表达式

为：

BA

BBA

BA

AAB

BA

B

BA

A
BA mm

gmm
mm

gmm
mm
Fm

mm
FmF

+
−

+
+

+
+

+
=

μμ12 引导学生分析其

本质原因即为每个外力独立作用于系统，然后按照质量分配在作用

在这个物体之外得其余部分上。其中物体组内的物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力方向由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判断。 

问题 5：那么将物体组用轻绳或轻杆连接、或将连接体置于斜

面上，是不是也可以可以用此规律分析问题呢？下面我们就一些常

见连接体模型拓展分析。 

 
融会贯通 拓展应用 

例 4：光滑固定斜面上，质量为 M 的物体 B 物体拉着质量为 m

的 A 物块加速上滑，求绳上的拉力 T? 

将上图受力分析后转换为右侧图，利用结论得到绳中拉力为：

mM
MmgMmgT

+
+

=
θsin

 
变式 2：如图示，质量分别为 mA 、mB的两个物体 A、B 在水平

拉力 F 的作用下，沿光滑水平面一起向右运动，已知 mA> mB，光滑

动滑轮及细绳质量不计，物体 A、B 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μ，最大

静摩擦力等于滑动摩擦力，重力加速度为 g,要使 AB 之间不发生相

对滑动，求 F 的最大值。 

 
将模型转化为如下图所示情形，刚好滑动时 A、B 之间的摩擦

力为μmAg，利用规律直接得到表达式：

BA

BA

A mm

FmFm
gm

+

−
= 22μ

，

得

到 ( )
BA

BAA

mm
mmgmF

−
+

=
μ2

。

 

五：教学小结 

对于学生熟悉的模型进行“ 深入进阶式” 教学， 通过模型

搭建—探寻规律—深化认识—融会贯通，将连接体中力学问题层层

深入，以培养学生思维为中心、以巧设问题为导向的进阶式教学。

通过让学生自主解题、发现规律、动脑质疑，引导学不断深入理解

物理规律，同时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力与运动的物理观念形成。

通过一不同的连接体问题分析，让学生经历知识探究和物理规律得

出的过程，并通过拓展应用让学生理解力的独立作用原理和叠加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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