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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中考师生

“上海中考物理总动员”系列从第一本书的诞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其间我们始终坚持

着“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学习”“让老师更方便教学解答”的原则,每年中考结束后听取使用

这套书的几百所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宝贵意见,以最快的速度更新题目,

不断完善、丰富、创新,得以在市场上获得无数好评。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有大约三分之

一的中考学生都在使用这套书。

考虑到中考总复习的实际情况,应广大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上海中考物理总动员”系

列今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版,新版由“考纲解读版”“基础训练版”“挑战满分版”“全真模

拟版”四本构成,从考点归纳巩固到基础题型训练,从难题拔高训练到真题模拟题训练,使

用起来更有针对性,难度层级更分明,题量设置更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要求。

“考纲解读版”完全根据《上海市初级中学物理学科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参照中考考题

类型,分为考点归纳(8个单元)和专题基础训练(13个专题)两个部分。这本书不但是中考

复习教材,也是权威的参考书,同时还是一本中考题型大全,更是一本讲练结合的自学用

书。其中,【中考考点归纳】集《基本要求》和《物理课本》的内容于一体,把中考的每一个考

点都进行了全面、系统、权威的解析,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中,“学生实验”这部分在本

书中有最完整的内容,所以参考价值更高。【知识结构回顾】的设置是为了通过填空来强化

对知识的系统掌握,可以自己翻看【中考考点归纳】完成,也可以参考后面的答案完成,或听

老师上课讲解后再完成。【历年考题精讲与精练】将历年中考考题或模拟考题按照类型分

为若干小类,每个类型给出一两道例题,每个例题配套一个巩固练习,又看又练,更适合自

学。这里涵盖了中考所有类型的考题以及解答方法。【专题基础训练】包含13个专题,涵盖

了上海中考最完整的专题分类和题型,每个专题都有题型分析、方法指导和典型考题。建

议先动笔做题然后参考后面的解答过程,或上课听老师讲解。多年的实践证明,只看不做

是不能彻底掌握的,先做后看的学习效果最好。

“基础训练版”多选用基础题目,主要适用于中等及中等以下学习水平的考生或学校,

当然,每个学校或班级都有学习优秀的学生,为兼顾这部分同学,也选用了部分提高型题

目。这本书的内容包括:①单元基础训练,按照知识体系分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配套几个

分类练习,适用于第一轮复习;②专题训练,对应“考纲解读版”的13个专题,每个专题设置

1套训练题,适用于第二轮复习;③分类题型训练,按照中考题型,共设置了16套题型训练,

适用于第三轮复习。题目选自历年中考题和中考模拟题,题目的易中难的比例为7∶2∶1,

建议基础薄弱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做基础题目以抓住中考“7”这部分的分数,基础好

的同学根据能力可以多做或全做,在保证“7”的基础上去争取拿下“2”和“1”的分数。

“挑战满分版”选用的大部分题目兼顾基础着眼提高,主要针对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的

考生或学校使用,内容包括:①单元训练,按照知识体系分为8个单元,每个单元配套几个分

类练习,适用于第一轮复习;②专题训练,对应“考纲解读版”的13个专题,每个专题设置

1套训练题,适用于第二轮复习;③压轴题训练,按照中考题型,每套题每个题型选择1~4道

压轴题,共6套题,适用于第三轮复习。每个部分都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提高题或压轴题,希

望通过压轴题强化训练,基础好的同学在保证“7”的基础上能拿下“2”和“1”的分数,向高分

或满分冲击。

“全真模拟训练”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当年中考考点分值双向细目表,将考题类型

和知识点一一对应,对当年中考内容一目了然,给初三教师和中考考生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第二部分为历年中考真题分类训练,共8个单元,将近10年的中考考题按照34个知识点分

类,以尽快熟悉中考内容;第三部分是专门为学习薄弱的同学准备的8套基础题型模拟训

练,强化训练每年必考的基础题,认真完成,短期内分值会大幅提高;第四部分是专门为尖

子生准备的8套挑战满分模拟训练,强化训练可能考到的压轴题,完成这部分内容,有望冲

击中考满分;第五部分附录是中考必背的常数和公式,务必背会。

四本书中的例题和题目都不重复,使用时建议采用以下方案:

“考纲解读版”是人人必备的,因为这本书不但是中考复习教材,也是权威的参考书,同

时还是一本中考题型大全,更是一本讲练结合的自学用书;第一轮和第二轮复习时,根据学

习水平不同可在“基础训练版”和“挑战满分版”中选其一;第三轮复习时,建议配合使用“全

真模拟版”。另外,每年都有部分提前学的学校和同学,在初二阶段就使用“考纲解读版”和

“基础训练版”,提前使用,减轻初三压力。到初三复习时则选用“挑战满分版”;最后冲刺阶

段使用“全真模拟版”。

另外,书中若有任何知识内容或编辑差错之处,敬请读者原谅并指正,促使我们做得更

好。为了使读者更方便使用这套书,高效解决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免费提供图书以外的附

加资料及最新的中考动态信息,同时为中考物理研究者提供交流的平台,华东理工大学出

版社与作者联合开通了“上海中考物理交流QQ群”(群号:387493778),欢迎广大教师和学

生加入。



2017中考物理知识点、题型、分值分布双向细目表
题型 选择题 填空题 作图题 计算题 实验题

合计知识
点

考点
题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声
和
光

声音 重要 2 2
反射、平面镜 重点 2 2 4
折射 一般 2 2
透镜 重点 1 2 3
色散 一般 0

运
动
和
力

参照物 重要 1 1
速度 重要 2 2
力 重点 1 2 3
重力 重要 2 2
合力 一般 1 1
二力平衡 重点 0
惯性 一般 0

机
械
和
功

杠杆 重要 2 2
滑轮 重要 2 2
机械功 重要 8 8
机械能 重要 1 1

热

温度 一般 0
热量比热 重点 2 2
内能 重要 1 1
热机 一般 2 2
分子动理论 一般 0

物
质

太阳系 一般 2 2
分子 一般 0
原子结构 重要 0
质量与密度 重点 0

压
强

压强 重点 8 6 14
连通器 一般 0
大气压 一般 1 1
浮力 重要 3 3

电
路

电流电压 重要 1 1 2
欧姆定律 重点 1 1
串并联电路 重点 2 1 3 3 8 17

电
能
与
磁

电功电功率 重点 2 4 6
电能的利用 了解 1 1 2
磁场 重要 4 4

总分值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4 2 2 3 3 8 8 8 4 4 6 4 9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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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声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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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声和光

真题训练1 声音

1.(2005年第23题)某同学先后对同一鼓面轻敲和重击各一下,两次发出声音的 (  )

A.音调不同 B.频率不同

C.音色不同 D.响度不同

�A+ �? �	�-E

 第2题

2.(2006年第22题)如图所示,右侧同学能分辨歌手的声音,

主要是依据声音的 (  )

A.响度 B.音调

C.音色 D.速度

3.(2007年第21题)“闻其声而知其人”,这句话表明不同人发

出的声音具有不同的 (  )

A.音调 B.响度 C.音色 D.频率

4.(2008年第22题)合唱中“高音声部”和“低音声部”中的“高”和“低”是指 (  )

A.响度 B.音调 C.振幅 D.音色

5.(2009年第12题)“神舟七号”飞船在太空中通过 把信息传输到地面指挥中心

(选填“无线电波”或“声波”)。

6.(2011年第3题)听音能辨认,主要是依据不同人的讲话声具有不同的 (  )

A.音色 B.音调 C.响度 D.振幅

7.(2012年第3题)调节收音机的音量,是为了改变声音的 (  )

 第8题

A.音调 B.响度

C.音色 D.频率

8.(2013年第10题)温度一定时,声波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是

的(选填“相同”或“不同”)。图中蒙住双眼的小王能辨别周围

同学的声音,这是因为不同人声音的 不同,同时还可以根据声

音的 来大致判断周围同学离他的远近(均选填“响度”“音调”

“音色”)。

9.(2014年第3题)能区分不同歌手声音的主要依据是 (  )

A.响度 B.音调 C.音色 D.振幅

10.(2015年第2题)能分辨出琴声和笛声的主要依据是 (  )

A.响度 B.音调 C.音色 D.振幅

11.(2016年第2题)我们能分辨女高音、女中音,这主要是根据声音有不同的 (  )

A.响度 B.音调 C.音色 D.振幅

12.(2017年第2题)新“七不规范”中,“言语不喧哗”提醒大家要控制声音的 (  )

A.响度 B.音调 C.音色 D.频率

真题训练2 光的反射、平面镜成像

1.(2006年第11题)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在图中画出物体AB 在平面镜MN 中所成的像

A'B'。

A

B

N

M

第1题

2.(2007年第11题)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在图中画出物体AB 在平面镜MN 中所成的像

A'B'。

A

B

N

M

第2题

3.(2008年第11题)在图中,根据给出的入射光线AO 画出反射光线OB,并标出反射角及

其度数。

O

60c

A
"3

第3题

4.(2009年第18题)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在图中画出物体AB 在平面镜MN 中所成的像

A'B'。

A

B
N

M

第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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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题

5.(2010年第5题)如图所示,蜡烛在平面镜 M 中所成像的

位置应在图中的 (  )

A.甲处 B.乙处

C.丙处 D.丁处

6.(2011年第5题)下列光学器具中,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制

成的是 (  )

① 放大镜 ② 穿衣镜 ③ 潜望镜 ④ 近视眼镜

A.①与② B.②与③ C.①与③ D.②与④
7.(2012年第2题)光射到平面镜上,入射角为45°,反射角为 (  )

A.0° B.30° C.45° D.90°
8.(2013年第18题)在图中,根据给出的入射光线AO 画出反射光线OB,并标出反射角的

度数。

O

60c

A
"3

第8题

9.(2013年第23题)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实验中,采用 作为平面镜。

10.(2014年第2题)光射到平面镜上,入射角为15°,反射角为 (  )

A.15° B.20° C.30° D.60°
11.(2014年第24题)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实验中,采用 作为平面镜;为得

到像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关系,需将镜前物体放在 位置进行多次实验(选填“同一”或
“不同”)。

12.(2015年第11题)司机能通过车内的后视镜看到乘客,这是光的 现象(选填“反
射”或“折射”)

13.(2015年第17题)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在图中画出物体AB 在平面镜MN 中所成的

像A'B'。

A

B

N

M

第13题

        O

A
50c

"3

第14题

14.(2016年第17题)在图中,根据给出的入射光线AO 画出反射光线OB,并标出反射角的

度数。

15.(2016年第24题)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实验中,为了能够找到 像的位置

(选填“实”或“虚”),采用 作为平面镜。

16.(2017年第17题)在图中,根据给出的反射光线OB 画出入射光线AO,并标出入射角的

大小。

30c

"3
B

O

第16题

17.(2017年第24题)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实验中,玻璃板应 放置在水平桌

面上,为得到像与物体到镜面的距离关系,物体需放在 位置多次实验(选填“同一”或
“不同”)。

真题训练3 光的折射和光的色散

1.(2007年第22题)光线从空气斜射入水中,若入射角为45°,则折射角为 (  )

A.0° B.32° C.45° D.58°
2.(2013年第3题)光从空气射入水中,入射角为0°,折射角为 (  )

A.0° B.30° C.45° D.60°
3.(2014年18题)在图中,根据给出入射光线,画出相应的出射光线。

F F
O

第3题

4.(2010年第3题)在各种色光中,被称为三原色光的是 (  )

A.红、绿、蓝 B.红、黄、蓝

C.红、黄、绿 D.黄、绿、蓝

5.(2012年第5题)以下各种单色光中,属于三原色光之一的是 (  )

A.红光 B.橙光 C.黄光 D.紫光

6.(2014年第12题)在各种不同色光中, 、绿、蓝叫做三原色光。

7.(2014年第4题)下列各种单色光中,属于三原色光之一的是 (  )

A.紫光 B.红光 C.橙光 D.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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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第4题)光从空气斜射入玻璃中,入射角为60°,折射角可能为 (  )

A.0° B.35° C.60° D.90°

真题训练4 凸透镜成像规律

1.(2005年第20题)某小组同学在“研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记下所用凸透镜的焦

距,按正确的方法安装和调节好实验装置。他们在光具座上先固定焦距为f1 的凸透镜,按表一

中的物距u依次进行实验,每次都使光屏上烛焰的像最清晰,并将相应的像距v记录在表一中。

然后他们换用焦距为f2 的凸透镜,重复上述实验,并将数据记录在表二中。为了进一步探究物

距u和像距v 之间的关系,他们进行适量的运算,将结果分别记录在表一和表二的后四列中。
(已知f1<f2)

表一 (凸透镜的焦距为f1)

实验序号 u/米 v/米 (u×v)/米2 v/u (1/u)/(米-1) (1/v)/(米-1)

1 0.200 0.200 0.0400 1.00 5.00 5.00

2 0.300 0.150 0.0450 0.50 3.33 6.67

3 0.500 0.125 0.0625 0.25 2.00 8.00

表二 (凸透镜的焦距为f2)

实验序号 u/米 v/米 (u×v)/米2 v/u (1/u)/(米-1) (1/v)/(米-1)

4 0.200 0.300 0.0600 1.50 5.00 3.33

5 0.300 0.200 0.0600 0.67 3.33 5.00

6 0.500 0.158 0.0790 0.32 2.00 6.33

  (1)分析比较实验序号1、2与3(或4、5与6)数据中的物距u与像距v 变化关系及相关条

件,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
(2)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数据中的物距u与像距v 的关系及相关条件,可

得出的初步条件是:不同的凸透镜,当它们成像时,物距相同,像距随焦距的增大而增大。
(3)请进一步综合分析比较表一、表二中经运算后得到的数据及相关条件,并归纳得出

结论。

① 分析比较  。

② 分析比较  。

2.(2006年第19题)凸透镜焦距为10厘米,为了找到像的位置,光屏应该在光具座的

厘米刻度范围内移到(选填“60~70”或“大于70”);保持透镜位置不变,当蜡烛在45厘

米刻度处时,移到光屏 在光屏上成像(选填“能”或“不能”)。

 第3题

3.(2007第19题)在图中,凸透镜焦距为10厘

米。保持透镜位置不变,当蜡烛在15厘米刻度处时,

为了在光屏的中心找到像,应调整光屏的 ,并
将光屏向 方向移动(选填“远离透镜”或“靠近

透镜”)。

4.(2008年第20题)某小组同学在做“验证凸透

镜成像规律”实验的过程中发现:当发光物体与光屏之间的距离L 确定时,将凸透镜从发光物体

处缓慢向光屏移动的过程中,有时能在光屏上成两次清晰的像,有时只能成一次清晰的像,有时

不能在光屏上成像。为了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条件,该小组同学进行实验,并将每次实验中的

相关数据及现象记录在下表中。

凸透镜

焦距f

实验

序号

物屏距离L

/厘米

第一次成像 第二次成像

物距u

/厘米

像距v

/厘米

像的

大小

物距u'

/厘米

像距v'

/厘米

像的

大小

10厘米

1 49 14 35 放大 35 14 缩小

2 45 15 30 放大 30 15 缩小

3 40 20 20 等大 不能在光屏上第二次成像

4 35 不能在光屏上成像

15厘米

5 80 20 60 放大 60 20 缩小

6 64 24 40 放大 40 24 缩小

7 60 30 30 等大 不能在光屏上第二次成像

8 55 不能在光屏上成像

  (1)分析比较实验序号1、2、3(或5、6、7)的第一次成像数据中像距v物距u 的变化关系及

相关条件,可得出的结论:  
 。

(2)分析比较实验序号1(或2、或5、或6)的第一和第二次成像数据中物距与像距的关系及

相关条件,可得出的结论:同一凸透镜,当 一定,移动凸透镜能在光屏上成

两次像时, 。
(3)继续分析比较表格是物屏距离L与凸透镜焦距f 的数据及观察到的现象,可得出的结

论:在  条件下,移动凸透镜,
可以在光屏上得到一次放大的像和一次缩小的像。

5.(2009年第24题)在“验证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小明设计的实验报告(部分)如下,
请填写空格处的内容。

实验目的:验证凸透镜成像规律。
实验器材:凸透镜、光屏、 、蜡烛和火柴等。
实验步骤:(1)记录凸透镜的 。
(2)安装和调试实验装置时,应使凸透镜和光屏的中心跟烛焰的中心大致在  。
(3)固定凸透镜的位置,将蜡烛放在适当的位置后,移动 找像,在移动过程中,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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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观察光屏上的像直到清晰为止。

测量并记录此时的物距和像距。
……

6.(2010年第12题)透镜在生活中应用广泛,投影仪的镜头、放大镜都用到了 透镜

(选填“凸”或“凹”)。不同的是投影仪成的是 像,放大镜成的是 像(均选填“虚”

或“实”)。

7.(2010年第23题)在“验证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中,要将蜡烛、凸透镜和光屏依次放置在

光具座上。实验时,应保持 和 的位置不变,再移动光屏找像。

 第8题

8.(2011年第24题)在图中,凸透镜的焦距为10
厘米,实验时应先调整光屏的 ,以保证烛焰的

像能在光屏的 ,若保持图中透镜的位置不变,

将蜡烛移至光具座的“20厘米”刻度处.则应在

厘米刻度范围内移动光屏寻找像(选填“60~70”或“大
于70”),直到光屏上的像最 为止。

BA C D E

 第9题

9.(2012年第23题)如图所示,凸透镜放置在光

具座的C点处,光具座上所标的A、B、D、E 四点中,恰
有两点到C点的距离同为该透镜的一倍焦距、或同为

该透镜的两倍焦距。
(1)该透镜的焦距为 厘米或

厘米。
(2)实验时,小王调整发光物、透镜和光屏的中心大致在 ,以保证发光物的像能成

在光屏中央。
(3)接着,小王将发光物置于光具座上距B 点15厘米处,在DE 间移动光屏找像,可能在光

屏上得到 的像(选填“缩小”“等大”或“放大”)。

B A

 第10题

10.(2013年第24题)在焦距为5厘米、10厘米或

15厘米的凸透镜中选择一个放置于光具座的A 点处,

如图所示。

将蜡烛、光屏分置于光具座上透镜的两侧,调整透

镜和光屏的中心大致与烛焰的中心在 高度。

先后两次将蜡烛放置在距B 点5厘米处,保持透镜在

A 点位置不变,移动光屏,可在光屏上得到大小不同的两个像。比较两次所成的像,当蜡烛置于

光具座上 厘米刻度处时,所成的像较大;实验中所用透镜的焦距可能是 厘米。

11.(2014年第12题)凸透镜的焦距为10厘米,将发光体放在离透镜25厘米的主光轴上,

所成的像是倒立、 的实像(选填“放大”“等大”或“缩小”),像到透镜的距离

20厘米(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12.(2015年第26题)在“验证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中,某小组同学利用焦距为10厘米的

凸透镜、高为3厘米的发光体,光屏和光具座进行实验,将测得的物距u、像距v以及所成像的高

L像 分别记录在下表中。在验证得到凸透镜成像的初步规律后,为了进一步研究,他们进行适量

的运算,将结果分别记录在下表的后两列中。

实验序号 物距u/厘米 像距v/厘米 像高L像/厘米
像距与物距

之比(v/u)

像距与像距

之和(u+v)/厘米

1 60.0 12.0 0.60 0.20 72.0

2 50.0 12.5 0.75 0.25 62.5

3 30.0 15.0 1.50 0.50 45.0

4 18.0 22.5 3.75 1.25 40.5

5 16.0 26.7 5.00 1.67 42.7

6 14.0 35.0 7.50 2.50 49.0

  (1)根据实验需要1~6的数据,分析比较像距v随物距u 的变化情况及相关条件,可得出

的初步结论是:凸透镜成像时, 。
(2)根据实验序号1~6的数据,分析比较像高L像 与v/u的变化情况及相关条件,可得出

的初步结论是:凸透镜成像时, 。
(3)该小组同学继续利用表中的数据及相关条件,分析、归纳得出结论。

① 根据实验序号1~3的数据,分析比较物距变化量Δu与相距变化量Δv的大小关系及成

像情况,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

② 根据实验序号1~6的数据,分析比较物距u变化时,L像、u+v的变化情况,可得出的初

步结论是: 。

13.(2016年第6题)某凸透镜的焦距为10厘米,若物体在光屏上所成的像离该透镜的距离

大于30厘米,则物体离该透镜的距离可能为 (  )

A.3厘米 B.13厘米 C.23厘米 D.33厘米

14.(2017年第11题)生活中蕴含着很多物理知识:老花镜是利用凸透镜对光的 作

用制成的(选填“会聚”或“发散”)。

15.(2017年第24题)如图所示,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中,凸透镜置于光具座的A
点处,蜡烛、光屏应置于凸透镜的两侧,若蜡烛置于B 点处, 得到缩小的实像,则该凸透

镜的焦距 10厘米(选择“大于”或“小于”)。

B A

第15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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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运动和力

真题训练5 机械运动 匀速直线运动

1.(2006年第4题)上海最长的高速公路———A30(郊环线)全长约200千米。一辆轿车以

100千米/时的速度在A30公路上匀速行驶10千米,需 小时,以路旁的树木为参照物,

驾驶员是 的(选填“静止”或“运动”)。

2.(2006年第25题)用打点计时器研究小车的运动情况时,打出的纸带相邻两点间的时间

间隔 相同,距离间隔 相同(均选填“一定”或“不一定”)。

3.(2007年第4题)上海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久前国内首座开启式旋转景观桥在北外滩建

成。该桥长约22米,一辆摩托车以10米/秒的速度沿直线匀速通过此桥,需 秒;以桥为

参照物,摩托车是 的(选填“静止”或“运动”)。

4.(2008年第5题)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主题是“传递激情,传递梦想”。若火炬手

以1米/秒的速度沿直线匀速通过60米,需 秒,以路旁的树木为参照物,火炬手是

的。(选填“静止”或“运动”)。

5.(2009年第11题)国家文物局和测绘局最近对明长城进行了测绘,工作时测绘员以

0.5米/秒的速度沿直线做匀速运动,100秒内通过的距离为 米。

6.(2009年第12题)“神舟七号”在发射升空的过程中,宇航员相对固定座椅是 的

(选填“运动”或“静止”)。

7.(2010年第11题)小华乘水上游船进入世博园的过程中,若以游船为参照物,浦江两岸的

建筑物是 的。

8.(2011年第12题)京沪高铁即将开通。若某高铁列车以300千米/时的速度匀速行驶,0.
5小时内行驶的路程为 千米,则在此过程中,该列车的动能 (选填“增加”“不
变”或“减少”);以路边的树木为参照物,列车是 的(选填“运动”或“静止”)

9.(2012年第11题)地铁是上海市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当某列车启动时,以站台为参照

物,坐在车内的乘客是 的(选填“运动”或“静止”)。

10.(2013年第11题)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国人的登月梦想终将实现。以地球为参照物,

月球是 的(选填“运动”或“静止”)。

11.(2015年第11题)在轿车行驶过程中,以轿车为参照物,路边的树木是 的(选填

“运动”或“静止”)。

 第12题

12.(2016年第10题)如图所示,小明踢球时,球向上飞出,此现象主要表明力

可以改变物体的 (选填“运动状态”或“形状”);以地面为参照物,球在上升

过程中是 的(选填“运动”或“静止”),其重力势能 (选填“增大”“不
变”或“减少”)。

13.(2017年第10题)2017年5月,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在上海首飞

成功,客机飞行时,以地面为参照物,客机是 的(选填“运动”或“静止”)。

14.(2017年第11题)生活中蕴含着很多物理知识:运动员把铅球掷出,这主要表明力可以

改变物体的 。

真题训练6 s t图像

1.(2006年第23题)甲、乙两小车同时同地同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它们的s t图像分别

如图(a)和(b)所示。经过10秒,两车的位置关系是 (  )

(a)
t/�1 2

2.4

1.8

1.2

0.6

0 3 4 5 6

s/�
��

(b)
t/�2 4

1.2

0.9

0.6

0.3

0 6 8 10 12

s/�
��

第1题

A.甲在乙前面1.2米处。 B.甲在乙前面3.0米处。

C.乙在甲前面1.2米处。 D.乙在甲前面3.0米处。

2.(2007年第24题)甲、乙两小车运动的s t图像如图所示,由图像可知 (  )

A.甲、乙两车都做匀速直线运动

B.甲车的速度为10米/秒,乙车的速度为2米/秒

C.经过6秒,甲、乙两车相距2米

D.经过5秒,甲、乙两车通过的路程均为10米

t/�1 2

10.0

5.0

0 3 4 5 6

s/�

��

��

第2题

        t/�1 2

10

5

0 3 4 5 6

s/� �� ��

第3题

3.(2008年第23题)P、Q 是同一直线上相距10米的两点,甲、乙两小车从P 点出发向Q 运

动,它们运动的s t图像如图所示,由图像可知 (  )

A.甲车速度小于乙车速度

B.经过6秒,乙车离P 点10米

C.甲车比乙车早3秒通过Q 点

D.经过3秒,甲、乙两车相距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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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9年第8题)P、Q 是同一直线上相距12米的两点,甲从P 点、乙从Q 点同时沿直线

相向而行,它们运动的s t图像如图所示,分析图像可知 (  )

t/�

12

9

6

3

s/� �

10 2 3 4 5 6 t/�

12

9

6

3

s/�

�

10 2 3 4 5 6

第4题

A.甲的速度小于乙的速度

B.经过3秒,甲、乙相距4米

C.乙到达P 点时,甲离Q 点6米

D.甲到达Q 点时,乙离P 点2米

t/�10 20 30 40

40

30

20

10

0

s/�

 第5题

5.(2010年第11题)如图所示的s t图像反映了游船在某段江

面上的运动情况,由图像可得该游船行驶的速度为 米/秒,它
在30秒内通过的路程为 米。

6.(2011年第6题)甲、乙两部总重相同的电梯在钢索的牵引下竖直向上运动,它们的s t
图像如图(a)(b)所示,则 (  )

�

t/�

18
15
12
9
6
3
0

s/�

2 4 6 8 10 12

�

t/�

12
10
8
6
4
2
0

s/�

3 6 9 12 15 18
(a) (b)

第6题

A.甲的速度小于乙的速度 B.4秒时甲、乙通过的路程相等

C.甲、乙受到钢索的拉力相等 D.甲受到的合力小于乙受到的合力

t/�2 4

8

6

4

2

6 8 10 12

s/� a

b

c

 第7题

7.(2012年第7题)甲、乙两物体同时同地同方向开始做匀速直

线运动,甲的速度大于乙的速度,它们的s t图像如图所示a、b、c三

条图线中的两条,运动5秒甲、乙间的距离大于2米,则 (  )

A.甲的s t图一定为图线a
B.甲的s t图可能为图线b
C.乙的s t图一定为图线c
D.乙的s t图可能为图线a

8.(2013年第7题)甲、乙两车分别从P、Q 两点同时同向运动,它们的s t图像分别如图

(a)(b)所示,经过6秒甲、乙相遇。甲、乙的速度分别为v甲、v乙,P、Q 间的距离为s,则 (  )

t/�2 4

8

6

4

2

0 6 8 10 12

s/�

(a)

�

t/�1 2

16

12

8

4

0 3 4 5 6

s/�

(b)

�

第8题

A.v甲>v乙,s=16米 B.v甲>v乙,s=8米

C.v甲<v乙,s=16米 D.v甲<v乙,s=8米

9.(2014年第11题)甲、乙两车运动的s t图像分别如图(a)(b)所示。以甲为参照物,乙
是 的(选填“静止”或“运动”);甲、乙各运动8米,所用时间相差 秒。甲在上坡

过程中,其重力势能 (选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t/�2 4

8

6

4

2

0 6 8 10 12

s/�

(a)

�

t/�1 2

16

12

8

4

0 3 4 5 6

s/�

(b)

�

第9题

10.(2015年第7题)甲、乙两物体先后从同地沿同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甲比乙先运动2
秒,甲运动6秒时通过的路程为6米,此时甲、乙间的距离为2米。在如图所示的a、b、c三条图

线中,乙的s t图 (  )

A.一定是图线a B.一定是图线b C.可能是图线b D.可能是图线c

a b

c

t/�1 2

8

6

4

2

0 3 4 5 6

s/�

第10题

        t/�1 2

16

12

8

4

0 3 4 5 6

s/�

第11题

11.(2016年第19题)某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其s t图像如图所示,求该物体的速度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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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7年第7题)甲车从M 点,乙车从N 点同时相向运动,它们的s t图像分别如图(a)(b)

所示,当甲、乙相遇时,乙距M 点12米,若甲、乙的速度分别为v甲、v乙,M、N 间的距离为s,则 (  )

2 4 6 8 10 12t/�1 2

16

12

8

4

0 3 4 5 6

s/�

(a)

�

t/�

16

12

8

4

0

s/�

(b)

�

第12题

A.v甲<v乙,s=36米 B.v甲<v乙,s=12米

C.v甲>v乙,s=36米 D.v甲>v乙,s=18米

真题训练7 力的作用效果 弹簧测力计

 第1题

1.(2006年第3题)第18届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德国如火如荼地进行。

如图为进球时,球与球网接触的情景。其中,足球运动速度变小,说明力能使

物体的 发生改变;球网网眼变大,说明力能使物体发生 。

2.(2007年第2题)图(a)(b)中的情景表示了力的作用效果,其中图

主要表示力能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图 主要表示

力能使物体发生形变。[均选填“(a)”或“(b)”]

(a) (b)
�

第2题

3.(2008年第2题)图(a)(b)中的情景表示了力的作用效果,其中图 主要表示力能使

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图 主要表示力能使物体发生形变。[均选填“(a)”或“(b)”]

(a) (b)

第3题

4.(2009年第10题)在如图所示的一些与物理相关的生活现象中,图 主要表示力

能使物体发生形变;图 主要表示力能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图 主要表示

物体具有惯性。[均选填“(a)”“(b)”或“(c)”]

��!

(a) (b) (c)

第4题

5.(2010年第10题)体育运动中蕴含很多物理知识:运动员挥拍用力击打乒乓球主要是为

了改变球的 ;射箭运动员用力拉弓主要是为了改变弓的 ;短跑运动员跑到终点

时由于具有惯性,仍要保持原有的 继续向前运动。(本题均选填“形状”或“运动状态”)

6.(2011年第10题)如图所示的游戏情境,小孩将毽子向上踢出,表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

;毽子被踢出后,由于 会继续向上运动;在 力的作用下,毽子最终会落

向地面。

 第6题

     

 第7题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
����

第8题

7.(2012年第10题)如图所示的游戏中,球被传出主要表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 。

8.(2012年第23题)如图所示,弹簧测力计的量程为 牛,此时的读数为 牛。

9.(2014年第10题)捏泥人是中国传统民间技艺。艺人将泥揉捏成形态各异的泥人,这表

明力可以使物体发生 。

10.(2014年第23题)如图所示的弹簧测力计量程为 牛。此时的示数为 牛。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
����

第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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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6年第23题)如图所示的弹簧测力计的量程为 牛,读数为 牛。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
����

第11题

     

 第12题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
����

第13题

12.(2016年第10题)如图所示,小明踢球时,球向上飞出,此现象主要表明力可以改变物体

的 (选填“运动状态”或“形状”)。

13.(2017年第23题)如图所示的弹簧测力计的最小分度值为 牛,读数为 牛。

真题训练8 力的图示

1.(2006年第12题)重为20牛的物体静止在水平地面上,用力的图示法在图中画出它所受

的重力G。

第1题

2.(2007年第12题)重为6牛的小球用细线悬挂在天花板上,用力的图示法在图中画出它

所受的重力G。

第2题

3.(2008年第12题)重为3牛的小球静止在水平面上,用力的图示法在图中画出它所受重力G。

第3题

4.(2009年第17题)重为3牛的物体用细线悬挂在天花板上,用力的图示法在图中画出它

所受的重力G。

第4题

5.(2010年第17题)重为4牛的物体静止在水平面上,用力的图示法在图中画出它所受的

重力G。

第5题

6.(2011年第17题)在图中,重为4牛的物体保持静止.用力的图示法画出细线对物体的拉

力F。

第6题

7.(2012年第17题)重为4牛的球体静止在水平地面上,用力的图示法在图中画出它受到

的重力G。

第7题

8.(2013年第17题)在图中,重为4牛的均匀球体保持静止,用力的图示法画出该球所受的

重力G。

第8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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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4年第17题)在图中,物体受到水平向右、大小为2牛的拉力F。用力的图示法画出

拉力F。

第9题

10.(2015年第16题)重为6牛的物体静止在水平地面上,用力的图示法在图中画出它受到

的重力G。

第10题

11.(2016年第16题)在图中,小球受到绳子的拉力F 为2牛。用力的图示法画出拉力F。

第11题

12.(2017年第16题)在图中,小球受到的重力G 为20牛,用力的图示法画出重力G。

第12题

真题训练9 重力 摩擦力 力的合成 二力平衡

1.(2007年第24题)把一个重为2牛的苹果竖直向上抛出,苹果在空中受到重力和空气阻

力的作用。若苹果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所受合力的大小分别为F1、F2,则 (  )

A.F1 可能小于F2 B.F1 可能等于F2
C.F1 一定等于F2 D.F1 一定大于F2

2.(2010年第6题)重为G 的苹果从树上竖直下落,若苹果在空中所受的阻力小于G,则苹

果在竖直下落过程中受到的合力大小 (  )

A.等于G B.等于0 C.大于G D.小于G
3.(2014年第14题)体积为1×10-3米3 的物体浸没在水中,受到浮力的大小为 牛;

若物体受到的浮力小于重力,则这两个力的合力 重力(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4.(2005年第6题)如图所示,重为3×105 牛的飞艇静止在空中,飞艇受到的浮力大小为

牛,方向竖直 。

5.(2007年第8题)游泳时,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人站立在水中且身体将要浸没时,池
底对脚的支持力几乎为零。假如一位重为490牛的同学正在体验这种感觉,此时他受到的浮力

约为 牛。

6.(2008年第8题)重为9.8牛的木块漂浮在水面上且保持静止,木块所受浮力的大小为

牛。

7.(2009年第7题)挂在树上的苹果,静止时受到的一对平衡力是 (  )

A.苹果受到的重力和苹果对树的拉力 B.苹果受到的重力和树受到的重力

C.苹果对树的拉力和树对苹果的拉力 D.苹果受到的重力和树对苹果的拉力

8.(2013年第6题)如图所示,一个同学用水平力F 推停在水平地面上的汽车,但没有推

 第8题

动。推车时水平力F 与地面对车的摩擦力f 的大小关系是 (  )

A.F 一定小于f     B.F 可能小于f
C.F 一定等于f     D.F 可能大于f

9.(2015年第15题)为了探究影响物体受到滑动摩擦力大小的

因素,某小组同学利用木块A、砝码B、弹簧测力计等进行实验。实验中,他们先在同一水平桌面

上分别以不同的速度匀速拉动木块,然后通过木块A上增加砝码B以改变A对桌面的压力大小,

并用测力计测量木块A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大小,研究过程如图(a)(b)和(c)所示,三次实验中木块

A的速度大小关系为v1=v3>v2,请仔细观察图中的操作和测量结果,然后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1)比较(a)和(b)两图可知: 。

(2)比较(a)和(c)两图可知: 。

A

W1

A

W2

A
B

W3

(a)

(b)

(c)

第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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