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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高中物理线上课堂高一物理第 18 课时 

课题：卫星发射这些事 

           ——宇宙航行 

学习指南 
【学习目标】 

1．了解人造地球卫星的有关知识和航天发展史，通过展示人类在宇宙航行领域中的伟

大成就，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热情。 

2．了解发射人造卫星的基本原理，能说出三个宇宙速度的含义和数值， 

3．能建立卫星运行模型，推导第一宇宙速度，探究卫星运行的线速度、角速度、周期

与轨道半径的关系，探究卫星变轨的基本原理。在此过程中，巩固运用万有引力定律解决问

题的思路和方法，提升运用物理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探究式学习指导】 

请同学们先带着任务单中的给出的几个围绕卫星发射提出的探究性问题进行自主学习

与思考；然后观看微视频，注意在平抛运动的基础上理解牛顿的卫星发射原理图；用万有

引力定律结合牛顿第二定律推导卫星发射的最小速度——第一宇宙速度，进而能够理解第

二和第三宇宙速度的含义；在此基础上理解人造卫星的发射、在轨运行及变轨等问题；能

用认识近地卫星、同步卫星和月球等卫星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尝试用它们来解决一些简

单的实际问题；航天技术的发展关乎人类的未来，请同学们养成关注科技发展的意识，鼓

励有兴趣的同学围绕卫星发射等问题进行研究性学习，有疑问时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

式与老师沟通交流，也可以上网点击大学先修 MOOC 课程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地学习和

探讨。最后完成老师给出的几道作业题，对基础知识加以巩固练习，还给学有余力的同学

备有一部分拓展性任务，希望大家尝试解决。 

【探究活动设计】 

探究一：人造卫星发射速度至少应是多大？ 

活动 1：理解卫星发射的理论基础及模型建构 

提出问题：如图所示，在 1687 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设想：把物

体从高山上水平抛出，速度一次比一次大，落地点也就一次比一次远；抛出速度足够大时，

物体就不会落回地面，成为人造地球卫星。你想知道这个速度究竟有多大吗？ 

请尝试从运动和受力分析入手，用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第二定律进行求解。 

【情境创设】设地球的质量为 m 地，物体的质量为 m，速度为 v，它到地心

的距离为 r。万有引力提供物体运动所需的向心力 

已知地球质量为 5.98×1024kg，近地卫星在 100~200km 的高度飞行，远小

于地球半径（6400km），可以近似用地球半径 R 代替卫星到地心的距离 r。试

计算卫星的速度至少是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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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2：认识和推导第一宇宙速度，理解第二和第三宇宙速度 

请尝试用示意图画出三种宇宙速度及其关系 

 

 

 

探究二：如何实现成功发射人造卫星？ 

活动 1：认识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画出三种不同的轨道 

 

 

活动 2：比较卫星的线速度、角速度、周期和轨道半径的关系 

 

 

 

活动 3：知道人造地球卫星的分类，理解近地卫星、同步卫星 

 

 

探究三、人造卫星在低轨道上运行，要想让其在高轨道上运行，应采取什么措施？ 

初步从动力学角度理解卫星变轨原理 

活动 1：以同步卫星的变轨为例 

 

活动 2：以嫦娥卫星的发射及着陆为例 

 

探究四、载人航天与太空探索 

活动：请认真观看和聆听关于我国及世界各国对宇宙的不懈地探索，了解我国在航空

和航天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知道航天技术对未来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激发探究自然奥

秘的兴趣，立志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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