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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目标，大山才有了无怨无悔的奉献，小溪才有了一路欢歌的追求，鲜花才有了拥抱春天

的激情，松柏才有了扎根悬崖的坚韧……

目标引导行动，行动决定命运。卧薪尝胆的勾践，闻鸡起舞的祖逖，面壁静修的达摩，程门立雪的

杨时……都是因为有了目标。

亲爱的同学们，中考的号角已经吹响，远方在召唤，你们已经整装待发，就要出海远航，选准目

标，就是给自己的人生选定努力的方向，就是给生命赋予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哥伦布每天的航海日记

都写着：“我们继续前进! ”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看着前面的灯光，你才会忽略身边的黑暗；盯着远方的目

标，你才会漠视脚下的坎坷；怀揣远大的理想，你才能战胜艰难险阻；路再远，再难，我们都要无所畏

惧地走过，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终究平凡，但我们都要以青春的名义，给生命一个坚实的承诺。

衣带渐宽终不悔，不到长城非好汉。没有经历风雨的果实不会甜美，没有经历失败的人生不会完

美，没有远大目标的人不会成功。认清自己，给自己确定一个目标，是你成功的前提。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目标肯实干的人，可以用比别

人少的投入获得比别人大的收获；用比别人短的时间成就比别人

大的事业；用比别人小的力量赢得比别人大的成功。

只瞄准不射击的不是好猎手，只呐喊不冲锋的不是好士兵。亲

爱的同学，心动不如行动，让我们以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环境，以

积极健康的心态对待人生，静观风生云起，笑看得失成败，将广阔

的世界尽收你更广阔的心中，志存高远，给生命一个坚实的承诺。

老 师 寄 语
———轻轻告诉你



中考要求

初中毕业生物理学业考试和高中招生统一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考试，是以
《全日制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为依据，全面考查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达到课程目标所规定要求的程度，为确定学生是否达到初中物理学业水平提供客观公正的依据。物理学业考
试应全面贯彻新课标的基本理念，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能力立意，重视物理知识
的应用性、探究性、综合性，促进物理课程改革。突出物理学科特点，要在全面考查学生基本概念和基本技能
的基础上，重视对学生运用所学物理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初中学生应具备的科学素养和探究能力
进行较全面的考查。试题要符合宁夏初中物理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加强与生活、生产实际和科学技
术的融合。既要对中学物理实施素质教育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又要有利于高中选拔学生，注意开放性实验
与探究题的设置，试题的设计应兼顾实验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考查，同时联系实际，引导学生运用科学的探究
方法积极参与到科学探究活动中。试题要有利于不同程度的学生在考试中正常发挥，杜绝偏题、怪题。积极引
导初中物理教学朝着全面落实物理课程标准所设定的目标、整体提高学生物理科学素养的方向推进。

命题趋势

从近几年宁夏中考物理试题可以推测，2009年宁夏中考物理命题将呈现以下趋势：
1. 物理采用闭卷笔试考试。
2. 试卷的题型：选择题、选择说明题、填空题、应用题、实验探究题。
试题的易、中、难水平分值比例一般为6 ∶ 2.5 ∶ 1.5，全卷的得分率难度系数控制在不低于0.65的水平上。
3. 命题充分重视“双基”的考查，突出应用性，由能力立意代替知识立意，不再考查学生对物理概念和规

律的记忆和简单重述，而是更加注重通过辨析、分析、比较、归纳、解释等不同形式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和规
律的理解；突出实践性和思想性的考查，定位于“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课程理念，命题内容贴
近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融于自然情景中，绝不是干巴巴的知识与技能的单纯考查；重视对科学探究能力
的考查，注重从过程和方法入手，在新的物理问题情景中考查学生的探究意识和探究能力，突出“注重科学探
究，提倡学习方式多样化”的课程基本理念；立足课堂，放眼课外，大胆探索新颖试题的呈现方式，真正体现以
能力立意命题，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实验、推理等科学素养和综合素质。

4. 2010年中考命题将以课程标准和《中考说明》为依据，充分体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注重与社
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的联系，重点考查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特别是在具体情境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命制应充分考虑到有利于新课程“三维”目标的落实和学生创造性的发挥，展望
2010年中考命题，试题题型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试题将进一步体现以下趋势：
（1）注重对实践能力、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查，注重运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进行分析和解决生活问

题的能力的培养，试题在注重学生对基本概念和规律的理解的基础上，将进一步体现物理学科的特色，加强
对实验探究过程和科学实验方法的考查。

宁夏2010中考物理考试命题趋势及备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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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重体现人文性，考题素材，选取注意贴近学生生活，从与学习、生活实际相关的物理现象、事物中挖
掘生动、有趣、有用的素材，以更加真实和全面地模拟生活实际，考查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情景中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题多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物理现象、实例及重大科技发明、发现等相关
联，关注热点焦点问题，反映出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
（3）重视学科内的综合，重视学科思想的渗透，体现发展观念。

备考策略

中考是我们面临的人生第一次大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考成绩与复习备考的方法、策略、技巧直接
相关联，只有科学有效的进行复习，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复习备考效率，提高中考成绩。
一、明确任务，制定复习计划
中考复习备考有三个任务：一是梳理知识，查漏补缺，构建知识体系；二是通过专题复习与训练，具备考

试所必需的知识与能力，以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通过模拟演练掌握考试的
方法与技巧，提高应试能力。为使复习备考具有方向性、目标性，从而有利于把握复习的深度和广度，使复习
有的放矢，要制定出详实可行的复习计划，科学、系统的复习计划会使复习变得简单、有序、高效，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注意心理调节，劳逸结合，避免身心过度疲劳，切记不
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二、读透教材，把握“双基”知识
在复习中，首先要过好知识关，只有夯实基础知识，才有可能具有较高的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而过好知识关，实际上是过好教材关，只要能活学、活用教材，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过好教材关的方法是
先通读教材，在通读教材和回顾学习内容的基础上，对所有知识点进行梳理，找出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建

立知识网络，并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同时应注意通读与挖掘相结合，进行课本知识的再创造，如从教材中
提取、总结一些切实好用的方法。
三、重视实验与探究，培养科学素养
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把所学的物理知识与日常生活、生产中的现象结合起来；课堂注意观察演

示实验，独立完成学生的操作实验，尽可能地多做一些探究性实验，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自己设计实验，利用
生活物品进行实验，来验证自己设计的实验方案在实践中是否可行，不断提高自己的观察、判断、思维等能
力，使自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更深刻，分析解决问题更全面，动手能力更强。
四、重视规律方法，注重总结运用
在复习过程中，要注意寻找、归纳所复习内容中蕴涵的物理规律和方法；物理复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总结

运用的过程，不但要在复习中把所学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而且善于对知识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加深理解，
注重解题思路的分析和方法规律的总结；要注意归纳考点，分析重点，突破难点，同时也要把握近几年全国各
地的中考命题趋向，注意分析全国各地的中考试题，从试题中获得启发，各知识点怎样命题、如何考查、怎样
解答等。
五、联系实际，突出应用
新课标下的中考，命题立意贴近学习实际和生活体验，考题素材的选取注意联系生活实际，反映地方特

色，关注社会热点和最新科技成果；在复习时特别注意联系实际，要在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上下工夫，并多注意观察身边的物理现象，多收集近一年的社会热点问题；在复习中要善于捕捉信息，领会
命题意图，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运用到新情景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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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可点燃你思维的火花！一本好书，能改变你

一生的命运！

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书，担当的就是这样的使命。

我们特邀课改实验区的中考命题专家，一线的特、高级

教师，对课程标准和中考命题趋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与研究，精心打造了这套《2010 宁夏新中考·中考总复习》

系列丛书，由一线的特、高级教师审读把关，并在部分学校

进行了试用。

本书以教材的重点知识为核心，以各地中考命题要求

为主线，以精讲多练为重点，以提高学生的考试能力为目

标，参照各地中考复习的实际需求，精心编排，简约实用，

真正为广大考生提供了一套科学、实用、高效的中考备考

方案。

本书打破传统中考备考模式，紧扣课程标准，融入课改

教学新理念，以全新的视角，简洁明了的个性化框架结构，

科学合理地创新策划了 2010年中考备考新模式，带给您全

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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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夏 新 中 考 ◆

专题一 声现象

课标考点梳理

考点 1.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1）声音的产生.一切正在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振动停

止，发声也停止.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产生的，物体只有振动才
发声，物体沿直线或曲线的往返运动叫振动.“振动停止，发声
也停止”不能叙述为“振动停止，声音也停止”，因为振动停止，
只是不再发声.而原来发出的声音仍可能继续传播并存在.
（2）声音的传播.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真空不能传声.而

声音的传播速度决定于介质的性质，相同的声音在不同的介
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而不同的声音在同一种介质中的传播
速度却是相同的，声音在空气（15℃）中的传播速度是 340m/s.
一般情况下，声音在液体中传播较快，在固体中传播更快.声
速还与温度有关，即使在同一介质中，在不同温度下，声速也
是不同的.如在 25℃时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 346m/s.

考点 2. 声音的特性
音调、响度和音色称为声音的三要素.
音调、响度和音色虽都是声音的特性，但三者的含义不

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物理意义不同.音调指声音的高低（声音的粗细）；响

度指声音的大小（声音的响亮程度）；音色则是物体本身所具
有的声音特色，不同物体发出的声音，即使音调、响度相同，
我们也能通过音色来分辨它们.
（2）被决定的因素不同.

·
音
·
调与频率有关，物体在 1s内振

动的次数叫频率，频率越大，表示物体振动越快，音调就越
高；
·
响
·
度与振幅有关，振幅即振动幅度.是物体振动时偏离原

来位置的最大距离.振幅越大，响度越大，响度还与距离发声
体的远近有关，声音是从发声体向四面八方传播的，越靠近
发声体，响度越大，越到远处越分散，响度越小；

·
音
·
色是由发

声体本身所决定的，不同发声体的材料、结构不同，发出声音
的音色也就不同.

考点 3. 回声及其应用
（1）回声.入耳只能区分时间相隔 0.1s以上的两个声音，

如果障碍物与发声体的距离较近，原声与回声的时间间隔不
到 0.1s，回声就会与原声混在一起，使人们不易察觉.例如我
们在教室里讲话，教室的墙与讲话者间隔不到 17m，回声与
原声时间间隔不到 0.1s，回声就会增强原声，使听众感觉到讲
话者的声音较大.我们在原野上讲话时感到“声音变小”就是

这个原因.
（2）应用.回声的重要应用是测距与定位.测量原理：s=

1
2 v 声 t，其中 t为从发声到听到回声的时间,v 声为在介质中的

传播速度，注意 v 声在不同介质中是不同的.
考点 4. 关于噪声
（1）从不同的角度定义噪声.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噪声是

发声体做无规则振动时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嘈杂、刺耳；通过
示波器观察噪声的波形，可以看到噪声是杂乱无章的无规则
的波形；从环境保护角度看，凡是妨碍人们正常休息、学习和
工作的声音，以及对人们要听的声音产生干扰的声音，都属
于噪声.所以，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所有声音都可能成为噪声.
例如：当有人想睡觉时，其他人唱歌或听音乐，此时的音乐妨
碍了他人休息，对想睡觉的人来说，就成了噪声.
（2）辩证地看待噪声.对任何事物都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

去看待，噪声一方面会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要加以控制；另
一方面还可以为人类服务，变不利为有利.例如：噪声除尘、噪
声测温、噪声除草、噪声克敌等，甚至利用噪声来消除噪声.

考点 5. 超声波与次声波
超声波
通常把频率高于 20 000Hz的声音称为超声波.
由于超声波具有频率高的特点.在生产、医疗和科学研究

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受蝙蝠利用超声波导航的启示，人们制成了超声波雷

达，又叫声呐，用它来探测海底深度及海中暗礁等，还可用来
探测鱼群、潜艇的位置等.

超声波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 超声波诊断仪可以用来检
查、治疗人体疾病.

超声波对物体有很强的“破碎”能力.它能将一般情况下
不能混合的液体（如油和水）混合在一起，可用在化学工业
上；它还能够破坏细菌结构，对医疗器械和食物等进行杀菌
消毒，可以用来清洗精密的仪器.

用超声波处理过的种子可以缩短发芽时间，提高发芽率.
次声波
通常把频率低于 20Hz的声音称为次声波.
能量很高的次声波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能使机器设备破

裂、飞机解体、建筑物遭到破坏.
在强次声波环境中，人的平衡器官的功能将受到破坏，

会产生恶心、眩晕、旋转等症状，严重的会造成内脏出血破

专题一 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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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危及生命.
考点 6. 我们怎样听到声音
外界传来的声音引起鼓膜的振动. 这种振动经听小骨及

其他组织传给听觉神经，听觉神经把信号传给大脑，人就听
到了声音.

在声音传递给大脑的整个过程中，任何部分发生障碍，
人都会失去听觉，但是如果只是传导障碍，可以通过骨传导
来弥补.

专题考点剖析

声现象是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物理现象. 本专题主
要考查的是一些与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有关的声学初步知识.
考查的重点是声音的产生和传播，它是解释各种声现象的基
础；乐音的三个特征：音调、响度和音色.学生解题的难点有两
个，一是理解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二是理解乐音的三要素、
噪声污染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近几年在中考中出现得比较
多，希望引起足够的重视.本专题在中考中出题形式以填空、
选择为主.

名师随笔

本专题的解题方法技巧主要是重视知识的应用，应注意
以下几点：

1. 对基本概念不仅要理解和熟记，而且要学会对易混淆
的概念（如音调、响度、音色）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点，
从而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2. 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但物体振动，人不一定
能听到声音，人耳要听到声音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发
声体的振动频率必须在 20Hz～20 000Hz之间；（2）声源与人
耳之间有传声的介质；（3）有正常的听觉系统、适当传播距离.

3. 在分析声音的传播条件时要抓住“需要介质”这一关
键，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一般情况下在固体
中传播最快，液体中其次，气体中最慢，真空不能传声.在同种
介质中声音的传播速度还与温度有关，温度越高，声速越快.

4. 在区分乐音的特征时，要知道音调高的响度不一定
大，响度大的音调不一定高.在声音的传播过程中，音调、音色
一般不变，响度会随着传播距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5. 在解释噪声的危害与控制问题时，掌握乐音与噪声的
联系，知道乐音在特定条件下也会成为噪声.控制噪声应着眼
于消声、吸声、隔声三个环节，最根本的就是消除或降低噪声
源的噪声.

知能达标训练

一、选择题（选出唯一正确答案，填在题后括号内）
1.（玉溪中考）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相同
B. 人说话是靠舌头振动发声的
C. 只要物体在振动，我们人耳就能听到声音
D. 一切发声的物体都在振动

2. 下列关于声现象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 声音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B. 声音可以在空气中传播
C. 隔墙有耳说明固体可以传声
D. 潜水员能听到岸上的讲话声说明液体可以传声

3.（天津中考）关于声音的传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声音借助介质以波的形式传播
B. 声音的传播可以没有介质
C. 声音的传播速度与介质的种类无关
D. 声音的传播速度与介质无关，只与温度有关

4.（攀枝花中考）声音在下列介质中传播速度最慢的
是（ ）
A. 空气 B. 海水 C. 大地 D. 铁

5. 如图 1所示，医生用听诊器为病人诊病，使用听诊器主要
运用了（ ）
A. 声音的回声现象
B. 声音能够传递信息
C. 声音的传播速度
D. 声音的传播具有方向性

6.（潍坊中考）如图 2所示，在探究“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
生的”实验中，将正在发声的音
叉紧靠悬线下的轻质小球，发
现小球被多次弹开，这样做是
为了（ ）
A. 使音叉的振动尽快停下来
B. 把音叉的微小振动放大，便于观察
C. 把声音的振动时间延迟
D. 使声波被多次反射形成回声

7. 在一根足够长的装满水的铁管的一端敲击一下，在另
一端可以听到（ ）
A. 一次敲击声 B. 二次敲击声
C. 三次敲击声 D. 四次敲击声

8. 声波传入人耳的顺序是（ ）
A. 鼓膜→耳蜗→听小骨→听觉神经
B. 鼓膜→听小骨→耳蜗→听觉神经
C. 听小骨→鼓膜→耳蜗→听觉神经
D. 听觉神经→听小骨→鼓膜→耳蜗

9. 当有声音传来而人却听不到声音，可能的原因是（ ）
A. 鼓膜损伤 B. 听小骨损伤
C. 听觉神经损伤 D. 以上情况都有可能

10. 属于神经性耳聋的是（ ）
A. 听觉神经损坏 B. 鼓膜破裂
C. 听小骨损伤 D. 外耳道堵塞

11. 用牙轻轻咬住铅笔的一端，用手指轻轻敲击铅笔的另
一端.然后张开嘴保持铅笔位置不变，使牙齿不接触铅
笔，用同样大小的力轻轻敲击铅笔的另一端.则下列说
法中正确的是（ ）
A. 第一次听到的声音小，因为牙齿影响了铅笔的正常
振动

B. 第二次听到的声音小，因为空气传声比牙齿慢

图 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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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一次听到的声音大，因为固体传声比气体传声能
量损失小

D. 第二次听到的声音大，因为张开嘴，声波可以经空
气直接传播引起鼓膜的振动

12. 猫头鹰在夜间捕食田鼠时，能根据田鼠在草丛中的响
声准确地将其捕获.这是猫头鹰利用了（ ）
A. 声音的反射 B. 看到了田鼠
C. 双耳效应 D. 闻到田鼠的气息

13. 图 3所示做法中不能增大声音响度的是（ ）

图 3

用手拢在
嘴前喊话

用传声
筒讲话

用听诊
器诊病

讲话时
打手势

A B C D

14.（淮安中考）电子琴能模仿小号、双簧管、钢琴等多种
乐器发出的声音. 电子琴模仿的声音与乐器发出的声
音相似程度的物理量是（ ）
A. 音调 B. 响度 C. 音色 D. 速度

15.（浦东中考）花匠在挑选花盆时，常常将新花盆拎起后
轻轻敲击它，根据敲击声来判断花盆是否有裂缝，他是
主要根据下列哪个特征来判断的（ ）
A. 响度 B. 音调
C. 音色 D. 三个特征全都有

16. 如图 4所示，物理课上老师用同样的力吹一根吸管，
并将它不断地剪短，他在探究声音的（ ）
A. 响度与吸管长短的关系
B. 音调与吸管的材料的关系
C. 音凋与吸管长短的关系
D. 音色与吸管的材料的关系

17. 下列四个句子：①这首歌调太高，我唱不上去；②引吭
高歌；③她是唱高音的；④请勿高声喧哗.其中“高”字
指音调的是（ ）
A. ①② B. ②④
C. ①③ D. ③④

18.（攀枝花中考）昆虫飞行时翅膀都要振动，蝴蝶每秒振
翅 5~6次，蜜蜂每秒振翅 300～400次，当它们都从你
身后飞过时，凭你的听觉（ ）
A. 能感到蝴蝶从你身后飞过
B. 能感到蜜蜂从你身后飞过
C. 都能感到它们从你身后飞过
D. 都不能感到它们从你身后飞过

19.（海淀中考）某同学先后对同一鼓面轻敲和重击各一
次，两次发出声音的（ ）

A. 音调不同 B. 频率不同
C. 响度不同 D. 音色不同

20.（自贡中考）2006年“超女”全国决赛亚军谭维维是一
位爱自贡、爱家乡的优秀歌手，她的妈妈———富顺县永
年小学的张老师每当从收音机中收听到谭维维演唱的

歌曲时，根据歌声立刻就能判断出是女儿维维在演唱.
张老师主要是根据下列什么来判断的（ ）
A. 音调 B. 响度
C. 音色 D. 歌词

21.（大连中考）在操场上上体育课，体育老师发出的口
令，近处的学生听到了，而远处的学生没有听清楚，其
原因是（ ）
A. 远处学生听到的声音响度小
B. 老师发出的声音音色不好
C. 老师发出的声音频率低
D. 远处学生听到的声音振动幅度大

22. 下列事例中，利用声波传递信息的是（ ）
A. 听到上课铃声后同学们知道上课了
B. 在屋子里讲话听起来特别洪亮
C. 不听声音就知道你感冒了
D. 雪后显得特别寂静

23.（四川中考）下面关于超声波或超声波的利用的说法
中，不正确的是（ ）
A. 蝙蛹能发出超声波
B. 超声波的传播不需要介质
C. 可以利用超声波的反射探测海洋深度
D. 可以利用 B型超声仪检查身体

24.（芜湖中考）以下是利用声音传递能量的是（ ）
A. 花样游泳运动员随音乐起舞
B. 医生通过听诊器了解病人的内脏器官的工作情况
C. 人们利用声呐探知海洋的深度
D. 医学上利用超声波击碎人体内的结石

25. 利用超声波可以清洗精密的仪器，这是因为（ ）
A. 人感觉不到超声波的存在
B. 超声波遇到障碍物会反射回来
C. 超声波穿过液体时可以使清洗液产生剧烈的振动
D. 超声波在水中能够传播得很远

26. 有关声呐系统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 声呐是根据回声定位原理发明的
B. 声呐系统能发射并接收超声波
C. 声呐系统说明声波可以传播信息
D. 声呐系统能发射并接收次声波

27. 下列事实中、应用了次声波的是（ ）
A. 抚仙湖水下考古用声呐探测湖底情况
B. 海豚判断物体的位置和大小
C. 蝙蝠确定目标的方向和距离
D. 预报海啸、台风

28. 下面几种声音中，属于噪声的是（ ）
A. 晚会现场，舞台上的合唱团发出的激昂而嘹亮的歌声
B. 交响乐会上，几十种乐器演奏时发出不同音色的
器乐声

C. 正在放映精彩影片的电影院里，两位同学洪亮的交
谈声

D. 春游活动中，同学们活泼轻松的说笑声
29. 图 5中不属于噪声的是（ ）

图 4

专题一 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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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装修时用冲击
钻打孔的声音

A B C D

音乐会上优美
的小提琴声

新春佳节燃放
鞭炮的声音

建筑工地里
的电锯声

30. 如图 6所示是街道上显示噪声等级的装置，从装置上
显示的分贝数可知错误的是（ ）
A. 此处声音能使人失去听力
B. 此处声音能妨碍人们的工作和学习
C. 此处声音能妨碍人们的休息和睡眠
D. 此处声音是较理想的安静环境

31.（绵阳中考）控制噪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下面关于
控制噪声的措施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摩托车的消声器是防止噪声进入耳朵
B. 城市道路旁的隔声板是防止噪声产生
C. 道路旁植树是阻断噪声的传播
D. 工厂用的防声耳罩是防止噪声的产生

32. 如图 7所示的标志牌，它表示的意思是（ ）
A. 鼓号乐队不许进入
B. 道路弯曲，行车注意安全
C. 不准大声喧哗
D. 禁止鸣笛

33.（陕西中考）小燕家进行了以下几项装修，你认为哪一
项不能减弱噪声（ ）
A. 安装空调 B. 封闭阳台
C. 给卧室铺地毯 D. 安装双层玻璃

二、选择说明题（选出唯一正确答案，并说明选择的理由）
1. 我们生活在声音的世界里，声音无处不在，下列声音：
①工厂车间机器的轰鸣声；②剧场里京剧表演的演奏
声；③清晨公园里小鸟的鸣叫声；④装修房子时的电钻
声；⑤婚庆时的爆竹声；⑥山间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其中
属于噪声的是（ ）
A. ①③④ B. ①②⑤
C. ①④⑤ D. ①④⑤⑥
理由是

2. 图 8所示事例属于骨传导引起听觉的是（ ）

用听诊
器探病

A B C D

听悄悄话 用牙齿听
声音

捂住耳朵
听声音

图 8

理由是

3. 一场大雪过后，人们会感到户外万籁俱寂.究其原因，你
认为正确的是（ ）
A. 可能是大雪后，行驶的车辆减少，噪声减小
B. 可能是大雪蓬松且多孔，对噪声有吸收作用

C. 可能是大雪后，大地银装素裹，噪声被反射
D. 可能是大雪后气温较低，噪声传播速度变慢
理由是

4.（2006·宿迁）通过学习“声”，你认为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A. 声音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最大，在水中传播的速度
最小

B. 只要物体在振动，我们就一定能够听到声音
C. 我们能区别不同人说话的声音，是因为他们的音色
不同

D.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与空气的温度高低无关
理由是

5.（2005·南京）关于声音，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我们能区分小提琴和二胡的声音，是因为它们发出
声音的音调不同

B. 我们无法听到蝴蝶飞过的声音，是因为它发出声音
的响度太小

C. 敲锣时用力越大，它发出声音的响度越大
D. 歌唱演员引吭高歌，其中的“高”指音调高
理由是

6.（2005·四川自贡）如图 9 所示，把正在响铃的闹钟放
在玻璃罩内，逐渐抽出其中的空气，
闹钟的声音会逐渐变小，直至听不
到声音.这个实验说明了（ ）
A.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B. 声音必须通过介质才能传播
C. 声波在玻璃罩中发生了反射
D. 声波在传播过程中能量逐渐减小
理由是

7.（2009·广东）在使用小提琴前，乐师常旋动琴弦轴以
调节琴弦的松紧，俗称“定弦”.这主要是为了改变声音
的（ ）
A. 响度 B. 音调 C. 音色 D. 振幅
理由是

8.（2009·烟台）音乐会上不同的乐器演奏同一首乐曲，
我们也能够分辨出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 这主要是依
据（ ）
A. 音调 B. 响度 C. 音色 D. 频率
理由是

9.（2009·广东）下列控制噪声的措施中，属于防止噪声产
生的是（ ）
A. 关闭房间的门窗
B. 会场内把手机调到无声状态
C. 高速公路旁的房屋装隔音窗

图 7

图 9

图 6

68d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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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机场跑道工作人员使用防噪声耳罩
理由是

10.（2009·哈尔滨）我们生活在声音的广袤空间里，下面
有关声音的叙述不合理的是（ ）
A. 游人听到山间潺潺的水声是水和岩石撞击产生的
B. 科学家利用声波的反射可以测定月球和地球之间
的距离

C. 村民能够根据音色辨别蝉唱虫吟
D. 医生利用人体发出的微弱噪声可以探测病灶
理由是

11.（2009·河北）关于声和电磁波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声和电磁波都能传递信息且都能在真空中传播
B. 住宅安装双层玻璃窗可以减小噪声对室内的影响
C.“听诊器”能使人的心脏振动幅度增大，响度增大
D. 只有主人说出暗语时才能打开“声纹锁”，其辨别声
音的主要依据是音调

理由是

12.（2000·黄冈）“五一”节学校举行了盛大的红歌比赛.下
面有关说法不对的是（ ）
A. 我们从扬声器中听到的歌声是纸盘的振动产生的
B. 我们从扬声器中听到的歌声是靠空气传到人耳的
C. 我们能听到幕后是小红的歌声是根据音色判断的
D. 我们的欢呼声、掌声、尖叫声对周边居民不属于噪声
理由是

13.（2009·长沙）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将水泥路面改成有许多空隙的“海绵”沥青路面可
以减弱噪声

B. 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最大
C. 物体振动得越快，发出的音调就越低
D. 宇航员在月球上可以直接对话
理由是

14.（2009·恩施）下列关于声音的说法，错误的是（ ）
A. 在五线谱中，“2”音比“5”音的音调低
B. 用力敲打鼓面，鼓面的振幅越大，响度就越大
C. 在渔船上安装声呐设备，利用超声波来探测鱼群
D. 用棉花团堵住耳道，就听不清外界的声音，说明声
音不能在棉花中传播

理由是

15.（2009·潍坊）近年来，为了控制噪声污染，改善居民的
生活环境，有些城市采取了城区禁止汽车鸣笛、道路两
边种花植树、高架桥两侧安装隔声板等措施.图 10所
示的标志中，表示“禁止鸣笛”的是（ ）
理由是

图 10
A B C D

16.（2009·天津）二胡是我国劳动人民发明的一种弦乐器.
演奏前，演员经常要调节弦的松紧程度，其目的在于调
节弦发声时的（ ）
A. 响度 B. 音调 C. 音色 D. 振幅
理由是

三、填空题
1.（2007·哈尔滨）哈夏音乐会上，优美的琴声是来自于琴
弦的 ，根据 可以听出还有
什么乐器在演奏.

2.（2006·桂林课改区）在“探究声音的产生”活动中，同学
们体验到发声的音叉在振动、说话时声带在振动等一
系列现象后，可运用 的方法得出结论：声
音是由物体的 产生的.

3.（2006·南通）如图 11所示，如图甲敲响的音叉接触水
面能溅起水花，说明声音是由于物体的
产生的；如图乙所示，鱼儿能听见拍子声，说明

可以传播声音.

图 11
甲 乙

4.（2005·天津）一物体在 1min内振动了 180000次，则该
物体振动的频率为 Hz.

5.（2005·河南）乐曲中用“do”“rai”“mi”“fa”“sao”…表示
音调的高低，“do”与“mi”相比，频率较大的是

.
6.（2005·桂林）噪声是城市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其
中有三大部分：工业噪声、交通噪声、居民噪声.请你分
别举出一个工业噪声和一个交通噪声的实例.
工业噪声：
交通噪声：

7.（2007·扬州）小明在表演二胡时，用弓拉动琴弦，使琴
弦 而发声：小明不断用手指去控制琴弦长
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声音的 ；二胡
的声音是通过 传播到我们耳中的.

8.（福州中考）我们生活在声音的海洋里，松涛、鸟语、流
水、琴声……这些声音都是由于物体的

而产生的.
9.（漳州中考）人们交谈时能听到对方的讲活声，表明

能够传声.鱼能被它们喜欢的声音
吸引，表明 也能传声.

10.（河南中考）小提琴发出的悠扬琴声是靠

专题一 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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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动产生的.演奏前，演奏者都要通
过拧紧或放松琴弦进行调节. 这主要是为了调节琴声
的 .

11.（2008·山东）在 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伴口技的手
影节目《手影表演》通过演员的双手和口技表演，生动
地演绎了两只鸟从相恋到生育、养子的全过程.观众听
到的口技演员的声音是靠 传播的；观众从
演员的口技表演中听着像是黄鹂鸟的叫声，是因为演
员模仿了黄鹂鸟叫声的 .

12.（佛山中考）人要听到声音的条件是必须有
、 和 .

13.（无锡中考）敲鼓时，撒在鼓面上的纸屑会跳动，且鼓
声越响纸屑跳得越高；将发声的音叉接触水面，能溅起
水花，且音叉声音越响溅起的水花越大.根据上述现象
我们可以归纳出：（1）声音是由物体的

产生的；
（2） .

14.（泰州中考）萍萍是位音乐爱好者，钢琴或手风琴独奏
她一听便能分辨出来，她的区分依据是这两种乐器发
出声音的 不同；她用不同的力弹琴
时，发出声音的 不同.

15.（天津中考）蜜蜂的翅膀每秒振动 300次，那么它的振
动频率为 Hz.

16.（厦门中考）女同学说话的声音“尖细”，是指女同学的
高.这是因为女同学说话时，声带 .

17.（湖北中考）内科医生一般都要用听诊器为患者诊断
病情，那么利用听诊器的好处是可以减少
分散，增大 .

18. 人们听到声音的基本过程是外界传来的声音引起
的振动，这种振动经过

传给听觉神经，听觉神经把信号传给 ，
这样人就听到了声音.

19.（宜昌中考）如图 12所示，在做真空是
否传声的实验中，随着玻璃罩内的空气
被逐渐抽出，电铃的声音将逐渐变小直
到听不到，某同学在做该实验时虽然听
到铃声逐渐变小，但始终都能听到铃
声，请你分析原因可能是：

.
20.（2005·吉林）“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些声音
都是由于物体的 产生的.

21.（2009·安徽）口技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表演技艺，从声
音的特性来看，演员主要模仿的是声音的

.（2）3G（即第三代移动通信）开
通后，人们可以使用手机进行视频通话，通话时是依靠
来传递信息的.

22.（2009·恩施）如图 13所示，将一根长约 30cm的钢锯
条紧压在桌面的边沿，使它长度的 3/4伸出桌外.拨动
它的顶端，可以观察到锯条在振动的同时发出声音.然
后回缩一些，使它的 1/2伸出桌外，再次拨动它，可以

观察到锯条振动变快，并能
感受到声音随之发生变化.
类似实验再做几次，可以得
出的与声音有关的结论
是：

.
23.（2009·贵阳）通常情况下，人耳能听到声音的频率范
围是 20～20 000Hz，其频率高于 20 000Hz 的声波称
为 . 请你列举一个人们利用这种声波的
实例：

.
24.（2009·辽宁本溪）在学校的联欢会上，优美的琴声是
由于琴弦的 产生的，同学们听到
的琴声是通过 传播的，在学校
走廊里通常悬挂“肃静”的警示牌，让学生保持肃静的
做法是属于在 处减弱噪声.

25.（2009·陕西）小丽用两把伞做了一个“聚音伞”的实
验，如图 14所示，在右边伞柄的 A点挂一块机械手
表，当她的耳朵位于 B点时听不到表声，把另一把伞
放在左边图示位置后，在 B点听到了手表的滴答声，
这个实验表明声音也像光一样可以发生
现象，“聚音伞”增大了人听到声音的 ，
手表声在两伞之间传播依靠的介质是 .

图 14

AB

26.（2009·沈阳）小雨在课外活动中制作了一种发声装置.
他在纸筒的开口端打两个孔，
并用一根绳子穿过这两个孔
后系紧.如图 15 所示，他抓住
绳子的一端，以平稳的速度在
头的上方转动此装置，筒中空
气柱由于

就发出声音.当转速增大时，他发现纸筒
发出声音的音调变高了，这是由于 （填“振
幅”或“频率”）变大的缘故.

四、应用题
1. 小明拎起水壶给暖瓶中灌开水，妈妈在一旁提醒他：“小
明快满了! ”说话间，水真的满了，小明奇怪地问：“妈妈，
你怎么知道快满了？”妈妈说：“听出来的.”小明不明白其
中的原因，你能帮助他弄清其中的奥妙吗？

图 12
图 15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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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声现象

2. 汽车行驶的正前方有一座山崖，汽车以 43.2km/h的速
度行驶，鸣笛 2s后，司机听到回声，求此时汽车距山崖
多远？（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约为 340m/s）

3.（2006·南京）唐代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
首诗中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以上
诗句中包含的物理知识有：（只写两条）
（1） ；
（2） .

4.（2005·南昌）晚上在家学习时，邻居放音乐的声音很
大，干扰了你的学习，为保障你的学习，请利用所学的
物理知识，至少写出两种不同途径来减小干扰的方法.

5. 如图 16所示，用录音机录下自己说话的声音，然后放
出来让自己听，像自己的声音吗？再让你的同学听听，
让他比较你的声音和录音机中放出来的声音，这两个
声音像吗？原因是什么？

图 16

为什么不像
我的声音？

6. 飞机快要起飞时，空姐会给每位乘客发口香糖让其咀
嚼.试分析这样做的道理.

五、实验探究题
1. 如图 17所示，将一根长约 30cm的钢锯条紧压在桌子
的边沿上，分别使它的 2/3、1/2伸出来，轻轻拨动它的
顶部，观察它振动的快慢情
况和它的发声情况.当伸出较
长时振动得 （选
填“快”或“慢”），发出声音的
音 调 （选 填
“高”或“低”）.

2. 如图 18所示，越用力敲音叉，音叉发出的声音越大，乒
乓球被弹得越 . 由此得出的结论
是： .

图 18

3.（聊城中考）图 19是一张用钢尺进行实验的图片，请你
分析此实验能探究

.

图 19

4.（厦门中考）如图 20所示是声音输入到示波器上时显
示振幅与时间关系的波形图. 其中声音音调相同的是
图和 图，响度相同的是 图
和 图.

图 20

甲 乙 丙 丁

5. 小宇所在的物理兴趣小组在课外完成了以下实验：
实验 1. 把敲响的音叉接触悬挂着的塑料泡沫，塑料泡
沫被弹起.
实验 2. 把一支短铅笔固定在大钟上，敲响大钟，拿一张
纸迅速从笔尖划过，纸上留下锯齿状的细线.
实验 3. 敲铁管的一端，在另一端听到两次敲击声.
实验 4. 在音箱上放一些塑料泡沫，塑料泡沫会随着音
乐起舞.
其中有三次实验可以得出同一结论，这三次实验是

；通过另外一个实验得到的结
论是

.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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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考点梳理

考点 1. 光的传播
（1）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是沿直线传播的.我们用光线研

究光的传播，光线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为了研究方便假想
的理想模型，建立物理模型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今后还
将经常用到.（2）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最快，是 3×108m/s，在
其他不同介质中光速都要比真空中的小.

考点 2. 光的反射规律
光的反射规律指发生光的反射时所遵循的规律，理解光

的反射规律前要弄清一点、二角、三线的涵义.
一点：指入射点，用字母“O”表示.
二角：指入射角 i和反射角 r，入射角指入射光线和法线

的夹角，反射角指反射光线和法线的夹角.
三线：指入射光线、反射光线和法线.法线是通过入射点

作的垂直于反射面的虚线，这是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而引入
的，没有具体的含义，但在确定入射角、反射角时法线却是关
键，因为反射角和入射角都是指光线与法线的夹角.

光的反射规律可以表述为：“
·
同
·
平
·
面，
·
居
·
两
·
侧，
·
角
·
相
·
等，
·
路

·
可
·
逆”.
同平面：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法线在同一平面上.
居两侧：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的两侧.
角相等：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路可逆：在反射时光路是可逆的.
考点 3. 光的折射规律
与光的反射规律相比较，光的折射规律可以表述为“同

平面，居两侧，角不同，路可逆”.其中“角不同”可以直接记做
“空角大”并且“角大则光速大”，这样在解决问题时首先确定
法线，然后找到光线与法线所夹的两个角，比较其大小判断
介质类型，使解题迅速而准确.

光射到两种介质的界面上，一部分光发生反射返回原来
的介质中，另一部分光发生折射进入到另一种介质中，光在
反射和折射过程中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1）相同点：①当光传播到两种介质的交界面时，一般要

同时发生反射和折射.
②反射光线和折射光线都与对应的入射光线、法线在同

一平面上.
③反射光线、折射光线都和对应的入射光线分居在法线

两侧，即反射光线与折射光线位于法线的同侧.
④反射角和折射角都随对应的入射角的增大而增大，随

它的减小而减小.
⑤光在反射和折射时光路都是可逆的.
（2）不同点：①反射光线与对应的入射光线在同种介质

中，折射光线与对应的入射光线在不同介质中.反射光光速等
于入射光光速，折射光光速不等于入射光光速.

②反射角始终等于对应的入射角，而折射角与对应的入
射角一般不相等，其大小关系无论是光从空气进入其他介质
还是光从其他介质射入空气都是“空角大”.只有当光垂直界
面入射时，折射角和入射角才相等，都等于零度.

考点 4. 平面镜成像
（1）平面镜成像的原理
平面镜所成的像是物体发出（或反

射出）的光线射到镜面上发生反射，由反
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在镜后相交而形成
的，如图 1所示. 点光源 S在镜后的像
S′，并不是实际光线会聚而形成的，而是
由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相交而形成的，所以 S′叫 S的虚像.
如果把光屏放在 S′处，是接收不到这个像的，所以虚像只能
用眼睛看到，而不能呈在屏上.
（2）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是“等大、对称”，可以解释为：“大小

相等、线面垂直、距离相等、左右相反、像为虚像”.
①大小相等：像和物体的大小相等.
②线面垂直：像和物体的对应点连线跟镜面垂直.
③距离相等：像和物体到镜面的距离相等.
④左右相反：像和物体的左右是相反的.
⑤像为虚像：物体在镜中所成的像是虚像，只能用眼睛

观察到，不能用光屏去呈接.
平面镜成像的这 5个特点，用途非常广，出题也非常多，

每一条可以单独出题，也可以几条综合出题.
考点 5. 光的色散、不可见光
（1）光的色散
让白色光束经三棱镜折射后，我们会发现在光屏上呈现

出一条红、橙、黄、绿、蓝、靛、紫几种不同颜色色光组成的光
带.物理上把它们按这个顺序排列起来，就叫光谱.其原因有
两个.

①说明白光是由各种色光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复色

专题二 光现象

图 1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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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光现象

光.按逆向思维则色光也完全可以混合出白色光来，实践证明
各种色光中只有红、绿、蓝这三种色光不能由其他色光混合
得到，但它们按一定比例混合，不仅可以混合出白色光，而且
可以混合出色彩缤纷的各种色光来.故把红、绿、蓝三种色光
叫做色光的三原色.

②说明各种色光照射到不同介质交界面处发生折射时，
其折射程度不同，折射程度由小到大依次是红外线、红、橙、
黄、绿、蓝、靛、紫、紫外线等色光.折射时呈现出的共同规律
是，都向三棱镜的底边偏折，记住这个规律就很容易判断光
谱的哪一端是可以看见的红色光了，这也是光的色散的成因.
（2）透明物体的颜色和不透明物体的颜色
透明物体的颜色由通过它的色光决定；不透明物体的颜

色是由它反射的色光决定的.
（3）不可见光
光世界中的“秘密”工作者———红外线和紫外线.红外线

因具有较强的热效应，因此用来烤制食物，因可以携带信息
并跟温度敏感而被应用于红外成像和电视遥控等. 紫外线因
具有较强的生理效应，因此用来消毒杀菌，有利于维生素 D
的合成，促进钙的吸收，因具有荧光效应，被广泛应用于荧光
灯的制造和钞票或商标的防伪. 除以上用途之外还有很多其
他应用，但过量的照射紫外线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这点要引起
注意.

专题考点剖析

本专题的内容包括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规律、平面
镜成像、光的折射及其规律.光的反射规律是物理中的重要
规律，是理解平面镜成像的基础.光的折射是常见的光现象，
理解其规律是后面学习透镜的基础.纵观近几年来的中考试
题，光的反射、折射和平面镜成像作图，以及相关现象解释
是中考的重点.试题形式有填空题、选择题、作图题和实验探
究题等.

名师随笔

1. 在分析各种光现象时，要抓住要害问题———介质，光
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光路不变，现象有影子、日
食、月食、小孔成像；不同介质或不均匀介质中发生的光路变
化为折射现象；在同一种均匀介质中，光路发生变化的现象
为光的反射.

2. 在利用光的反射和折射作图时，要特别重视法线的作
用，过入射点正确作出法线（虚线）；根据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作出反射光线，根据空气中的角较大画出折射光线.

3. 在解题时要注意两条规律，（1）入射角增大，反射角、
折射角都随着增大；入射角减小，反射角、折射角都随着减小.
（2）当光垂直照射到两种介质的界面，“三线合一”，入射角、
反射角、折射角都为 0°.

4. 在解答平面镜成像问题时，要充分理解成像的特点.平
面镜成像的特点是“等大、对称”，可以解释为：“大小相等，线
面垂直，距离相等，左右相反，像为虚像”.

5. 理想化模型法及作图法

为了更形象、简单地描述和研究光现象及其规律，物理
学采用理想化模型的方法，用光线来表示光的传播路线，用
作图法解决光学问题，作图法就是根据题目所给的条件，灵
活运用有关物理概念和规律，通过作图求解未知量的方法.因
此必须注意作图的规范性，掌握光线和光线的反向延长线、
实像和虚像等画法的规定，逐步学会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

利用对称法作图就是根据平面镜成像的对称性完成光
路，平面镜成像的特点简记为：正立、等大、对称、虚像.利用对
称法可以方便地解决四种类型的平面镜作图题：（1）确定虚像
的位置；（2）确定观察范围或光照范围；（3）确定光路；（4）确定
发光点的位置.在作图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对称法的核心是
平面镜成像的规律，从根本上讲是光的反射规律的应用.

知能达标训练

一、选择题（选出唯一正确答案，填在题后括号内）
1.（重庆中考）能自行发光的物体叫做光源，下列物体属
于光源的是（ ）
A. 太阳 B. 地球
C. 月亮 D. 房屋

2. 图 2所示的光源中属于人造光源的是（ ）

太阳光 水母 萤火虫 霓虹灯

A B C D
图 2

3. 关于光的传播，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 光总是沿直线传播的
B. 光在水中是沿直线传播的
C. 光只有在真空中才是沿直线传播的
D. 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

4.（泰安中考）在硬纸板上穿一个小洞，通过小洞向外看，
眼睛向小洞逐渐靠近，看到外面景物的范围（ ）
A. 变小 B. 变大
C. 不变 D. 先变大后变小

5.（天津中考）晴天，树阴下的地面上出现的圆形光斑
是（ ）
A. 太阳的实像 B. 太阳的影子
C. 太阳的虚像 D. 树叶的影子

6. 设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为 v1，在水中的传播速度为
v2，在普通玻璃中的传播速度为 v3，则它们之间的大小
关系是（ ）
A. v1<v2<v3 B. v1<v2=v3
C. v1>v2>v3 D. v1＝v2=v3

7.（淮安中考）下列四个词语所描述的光现象中，表示能
自行发光的是（ ）
A. 金光闪闪 B. 红光满面
C. 火光冲天 D. 波光粼粼

8.（台州中考）假如光在同一均匀介质中不沿直线传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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