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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能及其利用复习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 范媛媛

物物理理

6 初中学考·辅导 2024年11月9日 星期六

一、知识点梳理
依据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物质观”“运动和相互作用观”

“能量观”的物理观念，考生可以建构如图1所示知识网络。

图1
笔者汇总了近5年的初中学考试题，本章节知识点考

查频次如下表所示，同学们在进行复习时可以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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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难点解析
在本章内容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存在以下疑难问题。
（1）分子间作用力的理解
分子间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的引力和斥力，当 r = r0 时（r0

是分子直径10-10m），分子间的引力和斥力相平衡，分子力为
零，此位置叫做平衡位置；当分子间距非常小即 r < r0 时，分
子间斥力大于引力，宏观体现出分子间有斥力；当分子间距
比较大即 r > r0 时,分子间斥力小于引力，宏观体现出分子间
有引力，如下图2所示；当分子间距离非常大即 r > 10r0 时，
分子间引力和斥力都非常微弱，分子间作用力为零；这里我
们可以类比拉弹簧的过程，如图3甲、乙所示。

r < r0 时，F斥 > F引，表现为斥力
r > r0 时，F斥 <F引，表现为引力

图2

当分子间的距离很小时，作用力表现为斥力。

当分子间的距离稍大时，作用力表现为引力。

甲

乙

图3

【典型例题分析】
例1（2021初中学考真题） 为了说明分子之间有引

力，小明用两个紧压在一起的铅柱做实验，如图4甲所示，铅
柱A和铅柱B所受的重力均为2N，两个铅柱接触面的面积
为3cm2，当悬挂重物所受的重力为20N时，两个铅柱没有被
拉开。于是，小明认为这个实验说明了分子之间存在引力。
小华观测到该实验室的大气压为1×105Pa，于是她认为两
个铅柱之所以没被拉开，是因为大气压的作用。请你利用
所学知识和上述数据，判断小明做的铅柱实验能否说明分
子之间存在引力。请写出计算、推理过程和结论。

【答案解析】 以B为研究对象，受力分析如下图4乙
所示：

甲 乙 丙

图4

B 的下表面受到向上的大气压力 F大气压 =PS =1×
105Pa×3×10-4 m2=30N。

B受到向下的自身重力 GB 以及水桶对B向下的拉力
F拉 ，向下的合力为 GB + F拉 =2N+20N=22N。

因为 F大气压 > GB + F拉 , 仅靠大气压也能使铅块无法被
拉开，所以小明的实验无法证明分子间存在引力。

进一步分析可知，因为B此时处于静止状态，受力平
衡，所以B应该还受到A对B向下的力 FA -B ，大小为8N，
如图4丙所示。弹力 FA -B 是物体B受到挤压，分子间作用
力表现为斥力的宏观体现。

（2）内能、热量、温度辨析
温度：表示物体的冷热程度，是状态量；
物体温度升高 内能一定增加

不一定吸热。如钻木取火，摩擦生热
热量：表示热传递过程中传递的能量多少, 是一个过

程量，不能说物体具有或含有热量，只能说吸收多少热量
或者放出多少热量（热传递的条件是存在温度差）。

吸收热量 不一定升温。如晶体熔化，水沸腾
内能不一定增加。如吸收热量的同时对外

做功，内能变化不好确定
内能：构成物体的所有分子，其热运动的动能和分子

势能的总和叫作物体的内能，是一个状态量。内能的大小
与物体质量、温度、体积或物态等因素有关。改变内能常
见的方式有做功和热传递。

内能增加 不一定升温。如晶体熔化，水沸腾
不一定吸热。如钻木取火，摩擦生热

【典型例题分析】
例2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运动的小球具有机械能，而不具有内能
B. 物体温度升高，内能一定增加
C. 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其内能是通过做功的方式改变的
D. 物体吸收热量，温度一定升高
【答案】 B
【答案解析】 任何物体都具有内能，A错误；水被加热

过程中，是通过热传递的方式改变内能的，C错误；晶体熔
化过程中吸收热量，温度不变，D错误。

（3）理解比热容
比热容概念的建立是一个难点，在进行概念引入时，

一般可引导考生进行如下实验探究过程：

【提出问题】 借助生活经验可知，烧开一壶水比烧开
半壶水，需要吸收的热量更多。烧开一壶水比烧热同一壶
水，需要吸收的热量更多。所以，水吸收的热量与质量、升
高的温度有关，即同种物质吸收的热量与质量、升高的温
度有关。

【进一步思考】 质量相等、升高的温度相同时，不同物
质吸收热量相同吗？

【实验器材】 质量相同的水和食用油、温度计、完全相
同的电加热器

【实验分析】 怎样比较食用油和水吸收的热量多少？
学生会想到比较加热时间的长短，因为用的是相同的电加热
器，每秒放出热量相同，加热时间越长，反应吸收热量越多。

【实验结论】 质量相同的不同物质，升高相同温度，吸
收热量不相等。为了比较不同物质这种吸热能力的不同，
引入比热容来描述。

可以在相同条件下（质量相同、温度升高也相等）比较
吸收的热量，吸收热量越多，吸热能力就越强。

迁移速度概念建立过程，建立比热容概念：定义 1kg
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1℃时，吸收的热量多少为比热容。
定义式：c=Q吸/（m·Δt）。

【理解比热容】 比热容反映了不同物质的吸热能力强
弱，取决于物质种类。比热容大，反应物质的吸热能力
强。这里有两种理解含义：一是相同质量，升高相同温度，
比热容大，吸收热量多，吸热能力强；二是质量相同，吸收
相同热量，比热容大的，温度变化小，容纳热的能力强。

【典型例题分析】
例3 依据下表中的数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一杯水倒出一半，杯内剩余水的比热容变小
B. 水和砂石放出相等热量，水的温度降低得较多
C. 水的比热容表示水的温度升高1℃吸收的热量是

4.2×103J
D.质量相等的水和煤油，吸收相等热量，煤油温度升

高得较多

物质
水

煤油
砂石

比热容J·(kg·℃)-1

4.2×103

2.1×103

约0.92×103

【答案】 D
【答案解析】 比热容反应不同物质的吸热特性，取决

于物质种类，A错误；水的比热容最大，质量相同的水和砂
石放出相等的热量，水的温度降低得较少，B错误；水的比
热容代表的物理含义是1kg的水温度升高1℃吸收的热量
为4.2×103J，C错误；水的比热容最大，质量相同的水和煤
油吸收相等的热量，煤油的温度升高得较多，D正确。

【复习建议】
1.结合具体情境，提升综合运用物理知识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从初中学考的考查侧重点不难看出，物理学科侧重于

考查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以及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结合运动和力的关系综合解决一
个实际情境问题，这个情境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分析了表面
原因，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探索，考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需
要加强对复杂问题情境的深入思考。

2.注重概念建立过程以及易混易错概念的辨析
概念建立是一个思维搭建的初始过程，很多考生只注

重结论的得出，这是非常不对的。缺少思维的构建，知识
很快会被遗忘，考生常出现的概念辨析不清楚、换情境时
不能灵活应对的问题，就是因为缺少了思维搭建的过程，
对本质的理解不到位，这一点也希望考生在学习过程中特
别重视。

考生通过对内能及其利用这一章节内容的复习，落实对核心概念的深入理解，强化知识体系建构，促进考生培养

通过宏观现象认识微观本质、以微观本质解释宏观现象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