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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ｆａｃｅ 　

前　言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传统的复习模式往往局限于执

笔案前，无法将零碎的珍贵时间利用起来，但考前的每一

分每一秒都是十分宝贵的，基于这样的情况，便造就了这

一套将宝贵时间化零为整的丛书———《交大之星———中高

考随身测丛书》。本丛书将全民关注的热点考试中高考与

口袋书这种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莘莘学子可以随

身测。

本丛书通过对近三年来中高考试卷中的真题进行详

尽的评与析，对考试动态进行相关的预测；同时，配有备考

指南、模拟演练。通过阅读的方式，引导学生以“眼”学习，

勤于思考，理性分析，避免枯燥乏味的重复操练，提高复习

效率，使之成为更适用于中高考考生和中学教师的理想

用书。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１．针对性　丛书以上海中高考真题为蓝本，逐题分

析。通过背景阐述、真题解析、动态预测、模拟演练等，进

行详尽和系统地剖析。

２．实用性　长３２开口袋书的设计，开本小，内容精，

具有“小而精”的特色。同时，贯彻“以读为主，以练为辅”

的设计理念，其“苗条的身形”便于携带，方便学生阅读，具

有非常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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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权威性　丛书由中高考命题老师领衔，与长年从

事中高考教研的教研员与资深教师共同精心设计、创作，

具一定的权威性。

４．前瞻性　洞悉中高考试题与命题规律，紧扣考纲

进行动向预测，有助于减少学生在复习应考中的盲目性。

５．拓展性　以上海真题为出发点，结合全国卷及模

考卷中出现的同类题、变形题以及提高拓展题，进行实战

演练。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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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备考指南

上海市物理高考是为高等院校招生而进行的选拔考
试．它的指导思想是有助于高校选拔新生、有助于中学实施
素质教育和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高考物理
学科考试旨在考查考生对高中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掌握程度．在此基础上，着重对考生进行五种能力的考查：

１．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２．物理思维能力；

３．物理实验能力；

４．综合应用能力；

５．科学探究能力．
为此在备考阶段考生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系统掌握物理学科知识体系，提高综合应用知识
的能力

　　要系统掌握物理学科知识体系，必须在复习过程中始
终注意物理知识的系统性和条理性．高中物理学科所学的
知识点很多，在头脑里这些知识是分散的、零乱的，所以在
第一轮复习时就要强调建立知识框架，不但要了解某一部
分知识的内部结构、知识的重点难点，而且要注重各部分
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逐步体会各部分知识的地位、作用，
分清主次，理解概念、规律的实质．在复习的过程还要注重
规律的总结，如：求功有几种方法？分析闭合电路物理量
的动态变化有什么规律和方法？对容易混淆的物理概念、
物理规律，应比较它们的相似点、不同点等．

　　二、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复习

每年高考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概念与方法的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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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约占７５％．因此在高考复习时有些学生只钻研难题，
不愿意复习基本知识、基本概念．这样的复习方法是“捡了
芝麻，丢了西瓜”．当然复习基本知识、基本概念不是要求
学生去死背一些概念和规律，而是注重运用所学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对具体物理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能力进行
考查．进一步重视教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近几年的高
考题有很多题都来源于高中物理教材的内容，其目的是希
望高中物理教学或复习要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复
习，不要抛开课本而沉湎于题海之中．

　　三、注重物理思维方法和过程的培养

高考物理试题坚持以能力考查为主导，要求学生更加
重视物理思维方法和过程的培养．物理学中每一个物理概
念、物理规律的建立和发现，可能都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
的过程，其间包含了许多科学思维方法的运用和科学精神
的体现．如理想化的方法、理想实验的方法、建立物理模型
的思想等都要学生去体会．再如思维策略方面有隔离法、
整体法、对称法、极限法、假设法、等效法、类比法等也要求
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去认真领悟，逐渐培养．近几年高考又
强调学生对物理过程的了解，包括物理问题的思维过程、
推理过程和知识形成过程的了解，避免只记结论而不了解
过程．为此要注重对建立物理模型、逻辑推理、数学技能等
主要物理过程的学习和培养．

　　四、注重实践性和探究性，引导创新精神的培养

实验是研究物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也是高考必考的
内容．近年的实验题仍然注意了对规定实验的考查，并且
重点考查了学生是否亲手做过相应的实验，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促进在教学过程中对课程标准中规定的教学实验
的重视，而非为应付考试而纸上谈兵．这要求在复习中不
但要亲自去做实验，而且要系统理解各实验的实验原理、
实验器材、实验步骤、实验数据处理方法、实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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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误差分析等．对非规定实验的考查更能体现学生的创
新能力、迁移能力．上海二期课改后在物理教材中增加了
与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密切联系的新知识点．要注重
培育能用学到的物理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
实践，认识理解社会中的物理问题，并能寻求解决问题的
过程和方法．

　　五、加强审题能力，培养良好的解题习惯

审题能力包括阅读、理解、分析、综合等多种能力，也
包括严肃、认真细致的态度等非智力因素．因此加强审题
能力的培养一方面要克服思维定势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要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审题中要注
意对关键词的理解，对隐含条件的挖掘，对干扰因素的排
除等．除了审题，就是书写要规范，如在解计算题时一定要
有文字说明，要有重要的物理公式、物理量、单位符号书写
的规范，计算结果的正确性等等．

以上是对高考备考的一些总结．只要学生平时有意识
地注意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强化训练，养成习惯，相信在高
考中物理考试一定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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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真题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真题１】　电场线分布如图所示，电场中ａ，ｂ两点的电场
强度大小分别为Ｅａ 和Ｅｂ，电势分别为φａ 和φｂ，则

（Ａ）Ｅａ ＞Ｅｂ，φａ ＞φｂ
（Ｂ）Ｅａ ＞Ｅｂ，φａ ＜φｂ
（Ｃ）Ｅａ ＜Ｅｂ，φａ ＞φｂ
（Ｄ）Ｅａ ＜Ｅｂ，φａ ＜φｂ

【背景阐述】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电场线基本特性的了解．电场线

的疏密程度定性反映电场强度的大小；沿电场线方向是电
势降低的方向．
【真题解析】

根据电场线的疏密反映电场强度的大小，所以Ｅａ ＜
Ｅｂ；根据沿电场线方向电势逐渐降低，所以φａ ＞φｂ．

答案　Ｃ

【动态预测】

电场线是假象的曲线，是物理模型．高中物理中电场
线有以下几点特性：

１．从正电荷出发，终止于负电荷；

２．电场线的疏密反映电场强度的大小；

３．电场线某点的切线方向表示该点场强方向；

４．任意两条电场线不相交；

５．沿电场线方向是电势降低的方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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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演练一

１．下列关于静电场电场线的说法中正确是
（Ａ）电场线是从正电荷出发，终止于负电荷的曲线
（Ｂ）一对正、负点电荷的电场线不相交，但两对正、负

点电荷的电场线是可以相交的
（Ｃ）电场线是电场中实际存在的线
（Ｄ）电场线就是带电粒子在电场中运动的轨迹

２．三个点电荷电场的电场线分布如图所示，图中ａ、ｂ两
点处的场强大小分别为Ｅａ、Ｅｂ，电势分别为φａ、φｂ，则
（Ａ）Ｅａ ＞Ｅｂ，φａ ＞φｂ （Ｂ）Ｅａ ＜Ｅｂ，φａ ＜φｂ
（Ｃ）Ｅａ ＞Ｅｂ，φａ ＜φｂ （Ｄ）Ｅａ ＜Ｅｂ，φａ ＞φｂ

第２题
　　 第３题

３．在电场中任取一条电场线，电场线上有ａ、ｂ两点，如图
所示．下列叙述中错误的是
（Ａ）ａ点的电势一定高于ｂ点的电势
（Ｂ）ａ点的场强一定大于ｂ点的场强
（Ｃ）一正电荷在ａ点具有的电势能一定大于在ｂ点的

电势能
（Ｄ）一负电荷沿电场线从ａ点移动到ｂ点，所受电场

力的大小可能变大

【真题２】　卢瑟福利用α粒子轰击金箔的实验研究原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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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正确反映实验结果的示意图是

【背景阐述】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α粒子散射实验现象的了解程

度，要求学生正确理解α粒子因为受金原子核的库仑力而
被排斥造成的散射现象，所以越是靠近原子核的α粒子，
偏转角度越大．
【真题解析】

α粒子因为受金原子核的库仑力而被排斥造成散射
现象，金原子核位于原子的中心，所以越是靠近原子核位
置的α粒子，受到的排斥力就越大，偏转角度越大，甚至于
被反弹．

答案　Ｄ

【动态预测】

α粒子散射实验考查内容主要有：

１．实验装置的认知，即实验装置各个部件的名称及
作用．
２．α粒子散射实验现象的特性：
（１）绝大多数α粒子穿过金箔后仍沿原方向前进；
（２）少数α粒子发生了较大的偏转；
（３）极少数α粒子偏转超过９０°．
３．卢瑟福对α粒子散射实验现象及原子的核式结构

模型的解释．

模拟演练二

１．卢瑟福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这一模型建立的
基础是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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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α粒子的散射实验 （Ｂ）对阴极射线的研究
（Ｃ）天然放射性现象的发现 （Ｄ）质子的发现

２．卢瑟福通过α粒子散射实验，判断出原子的中心有一
个很小的核，并由此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如图所示
的平面示意图中，①、②两条实线表示α粒子运动的轨
迹，则沿③所示方向射向原子核的α粒子可能的运动
轨迹为虚线中的
（Ａ）轨迹ａ （Ｂ）轨迹ｂ
（Ｃ）轨迹ｃ （Ｄ）轨迹ｄ

第２题
　

第３题

３．如图，卢瑟福利用放射性镭源所放出的α粒子，作为
“炮弹”去轰击金箔原子，测量散射α粒子的偏转情况，
下列叙述中符合卢瑟福的α粒子散射实验事实的是
（Ａ）大多数α粒子在穿过金箔后发生明显的偏转
（Ｂ）极个别α粒子在穿过金箔后几乎没有偏转
（Ｃ）大多数α粒子在撞到金箔时被弹回
（Ｄ）极个别α粒子在撞到金箔时被弹回

【真题３】　用一束紫外线照射某金属时不能产生光电效
应，可能使该金属产生光电效应的措施是

（Ａ）改用频率更小的紫外线照射
（Ｂ）改用Ｘ射线照射
（Ｃ）改用强度更大的原紫外线照射
（Ｄ）延长原紫外线的照射时间

【背景阐述】
本题考查学生对光电效应规律的了解程度，知道入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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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频率必须达到一定值才能发生光电效应，是否能发生光
电效应与入射光强度无关，与入射光的照射时间无关．为了
知道各种光的频率关系，还必须知道电磁波的排列顺序．
【真题解析】

根据入射光频率必须大于一定值才能发生光电效应，

改用频率更小的紫外线照射，更不能使该金属产生光电效
应，Ａ选项是错误的．

因为Ｘ射线的频率大于紫外线的频率，所以改用 Ｘ
射线照射，可能使该金属产生光电效应，Ｂ选项是正确的．

因为入射光强度与是否能发生光电效应无关，所以Ｃ
选项是错误的．

因为是否能发生光电效应与入射光的照射时间无关，

所以Ｄ选项是错误的．
答案　Ｂ

【动态预测】

关于光电效应，高考主要考查点有：

１．光电效应概念与现象．
２．光电效应规律（仅要求两条）：
（１）入射光频率必须达到一定值才能发生光电效应，

发生光电效应与否和入射光强度无关；
（２）发生光电效应的时间非常短．
３．光子说的内容．
４．光电管及其应用（仅要求知道结构和光电流与强

度有关，不要求反向截止电压和饱和光电流等概念）．

模拟演练三

１．铯的极限频率为４．５×１０１４　Ｈｚ，下列光中可使其发生
光电效应的是
（Ａ）真空中波长为０．９μｍ的红外线
（Ｂ）真空中波长为０．８μｍ的红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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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真空中波长为０．７μｍ的橙光
（Ｄ）真空中波长为０．６μｍ的紫外线

２．关于光子的能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Ａ）光子的能量跟它在真空中的波长成正比
（Ｂ）光子的能量跟它在真空中的波长成反比
（Ｃ）光子的能量跟光子的速度平方成正比
（Ｄ）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第３题

３．如图所示为光电管的工作电
路，要使电路中形成较强的光
电流，须在Ａ、Ｋ两电极间加
一直流电压，则
（Ａ）电源正极应接在Ｐ 点，

光电子从极Ｋ发出
（Ｂ）电源正极应接在Ｐ点，光电子从极Ａ发出
（Ｃ）电源正极应接在Ｑ点，光电子从极Ｋ发出
（Ｄ）电源正极应接在Ｑ点，光电子从极Ａ发出

【真题４】　如图，一定量的理想气体从状态ａ沿直线变化
到状态ｂ，在此过程中，其压强

（Ａ）逐渐增大
（Ｂ）逐渐减小
（Ｃ）始终不变
（Ｄ）先增大后减小

【背景阐述】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图像的基本
分析能力，考查学生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的Ｖ－Ｔ 图像
中，气体的压强是如何随体积和温度变化而变化的．
【真题解析】

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ｐＶ
Ｔ ＝Ｃ

，在Ｖ－Ｔ 图中：Ｖ＝

Ｃ
ｐＴ

，图像中某点的斜率为Ｋ＝Ｃｐ
，即斜率Ｋ 越小，压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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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就越大．气体从状态ａ沿直线变化到状态ｂ，各点的斜率
在逐渐减小，所以压强ｐ就逐渐增大．

答案　Ａ

【动态预测】

理想气体状态变化过程的图像能简洁、直观地表达了
气体状态变化的过程，其考查以下几个热门考查点：

１．由图像考查气体的状态参量（Ｐ、Ｖ、Ｔ）的动态变
化情况；

２．在验证气体的实验定律过程中，用图像来处理实
验数据；

３．利用图像进行坐标轴的适当转换，使非线性图像
变为直线图像；

４．利用图像分析气体内能的变化，气体吸放热情况，
气体是否对外做功等问题．

模拟演练四

１．如图，在ｐ－ｔ图上，一定质量ｍ的气体两状态Ａ、Ｂ的
连线，延长后交于ｔ轴上－２７３℃处．

第１题

（１）这气体在状态Ａ时的
体积ＶＡ 跟它在状态

Ｂ时的体积ＶＢ 相比
较，应该是
（Ａ）ＶＡ＞ＶＢ
（Ｂ）ＶＡ＝ＶＢ
（Ｃ）ＶＡ＜ＶＢ
（Ｄ）只能确定ＶＡ≠ＶＢ，但不能确定哪个大

（２）这气体在状态Ａ时的体积ＶＡ 跟它在状态Ｃ时的

体积ＶＣ 相比较，应该是

（Ａ）ＶＡ＞ＶＣ （Ｂ）ＶＡ＝ＶＣ
（Ｃ）ＶＡ＜ＶＣ （Ｄ）不能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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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如图，ａ、ｂ、ｃ、ｄ表示一定质量
的理想气体状态变化过程中的
四个状态，图中ａｄ平行于横坐
标轴，ａｂ的延长线过原点，以下
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Ａ）从状态ｄ到ｃ，气体不吸热

也不放热
（Ｂ）从状态ｃ到ｂ，气体放热
（Ｃ）从状态ａ到ｄ，气体对外做功
（Ｄ）从状态ｂ到ａ，气体吸热

３．图中直线ＡＢ为一定质量的理想气体等容过程的ｐ－ｔ
图线．原点Ｏ处的压强ｐ＝０Ｐａ，温度ｔ＝０℃．现先使
该气体从状态 Ａ出发，经过一等温膨胀过程，体积变
为原先体积的２倍，然后保持体积不变，缓慢加热气
体，使之到达某一状态Ｆ，此时的压强等于状态Ｂ的压
强．试用作图法，在所给的ｐ－ｔ图上画出Ｆ的位置．

第３题

【真题５】　两个相同的单摆静止于平衡位置，使摆球分别

以水平初速ｖ１、ｖ２（ｖ１＞ｖ２）在竖直平面内做小角度摆动，

它们的频率与振幅分别为ｆ１，ｆ２ 和Ａ１，Ａ２，则

（Ａ）ｆ１ ＞ｆ２，Ａ１ ＝Ａ２ （Ｂ）ｆ１ ＜ｆ２，Ａ１ ＝Ａ２
（Ｃ）ｆ１ ＝ｆ２，Ａ１ ＞Ａ２ （Ｄ）ｆ１ ＝ｆ２，Ａ１ ＜Ａ２

【背景阐述】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单摆频率（周期）和振幅的决定
因素的理解．考查学生根据单摆的周期公式分析单摆的周
期（频率）仅由单摆的摆长与当地的重力加速度决定，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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