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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础知识梳理篇

一 、声 现 象

【知识网络】

声现象

产生 ———由物体的振动产生

传播
条件 ：需要介质

固体

液体

气体

速度

特征

音调 ———与振动频率有关

响度 ———与振动幅度有关

音色 ———反映声音的品质

种类

乐音

噪声

危害

控制

声源处

传播过程

人耳处

利用
传递信息

传递能量

第 1讲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声音的特征

【知识引擎】

１ ．通过实验探究 ，认识声产生和传播的条件 ．

２ ．了解乐音的特性 ．

【即时出击】

【例 1】 　如图所示 ，将一把钢尺紧按在桌面上 ，一端伸出桌

面适当的长度 ，拨动钢尺 ，就可听到钢尺振动发出的声音 ．逐渐增

加钢尺伸出桌面的长度 ，钢尺振动发出声音的音调会逐渐变

　 　 　 　 ．当钢尺伸出桌面超过一定长度时 ，虽然用同样的力拨

动钢尺振动 ，却听不到声音 ，这是由于 　 　 　 　 　 　 　 　 　 　 　 　 　 　 　 　 　 　 　 　 　 ．

【解析】 　发声体振动频率与发声体的长短 、粗细 、松紧程度有关 ，发声体越短 、越细 、越

紧 ，其振动频率越高 ，音调越高 ．当长度超过一定长度时频率会低于 ２０Hz ，声音不在人的听
觉范围之内 ，所以听不到 ．

【答案】 　低 　钢尺振动的频率小于 ２０Hz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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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２０１０年陕西省中考）清晨 ，小鸟清脆的叫声让我们心情舒畅 ．关于小鸟的叫声 ，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小鸟的叫声是由它的发声器官振动产生的

B ．小鸟的叫声只能在空气中传播

C ．口技演员主要模仿的是小鸟叫声的响度

D ．推开窗户后听到小鸟的叫声变大 ，是因为音调变高了

【解析】 　 A项说法正确 ；声音不仅能在气体中传播 ，也可以在固体和液体中传播 ，B项说
法错误 ；模仿声音类型主要是音色相似 ，C项说法错误 ；听到的声音变大 ，是响度变大 ，与音调

无关 ，D项错 ．

【答案】 　 A
【例 3】 　 （２０１０年江西省中考）江西景德镇制作的瓷器有白如玉 、明如镜 、薄如纸 、声如磬

之美称 ．如图所示 ，在上海世博会江西馆里 ，演奏员正用瓷乐器演奏乐曲 ．瓷编钟发出的音乐声

是由于瓷编钟 　 　 　 　而产生的 ；听众能从同一乐曲中分辨出是瓷二胡还是瓷笛演奏的 ，主要

是因为它们发出声音的 　 　 　 　不同 ．

【解析】 　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而产生的 ，故瓷编钟发出的声音是由瓷编钟的振动产生的 ．

听众能够区分笛声和二胡声 ，是由于它们发出声音的音色不同 ．

【答案】 　振动 　音色

【中考失分点】

1 ．把声音的音调与响度相混淆 ．对日常用语里声音的高低何时指音调 、何时指响度不能

辨别 ．

【例 1】 　男低音独唱时由女高音轻声伴唱 ，下面对二人声音的描述正确的是 （　 　 ）

A ．“男声”音调低 、响度小 ；“女声”音调高 、响度大

B ．“男声”音调高 、响度大 ；“女声”音调低 、响度小

C ．“男声”音调高 、响度小 ；“女声”音调低 、响度大

D ．“男声”音调低 、响度大 ；“女声”音调高 、响度小

【错解】 　 A 、B或 C
【错解分析】 　错误原因是将音调和响度混为一谈 ，概念不清 ．日常用语里声音的高低有时

指音调 ，有时指响度 ，解答此类问题时容易混淆 ，故解题时应注意科学用语和日常用语的区别 ．

“女声”比“男声”轻则说明“男声”响度大 ，“女声”响度小 ．物理课本中声音的“高” 、“低”只用来

描述音调 ，声音的“大” 、“小”则用来描述响度 ．“男低音” 、“女高音”说明“男声”音调低 ，“女声”

音调高 ．

【正确答案】 　 D

·２·



　 　 2 ．不会分析数据 ，从而不能进行归纳 、总结出合理的信息 ．

【例 2】 　小明同学所在的课外科技活动小组 ，通过实验测出声音在几种物质中传播的速

度 ，如下表所示 ：

几种物质的声速 v／（m · s － １ ）
空气（１５ ℃ ） ３４０ 腚煤油（２５ ℃ ） １ ３２４ G
空气（２５ ℃ ） ３４６ 腚纯水（２５ ℃ ） １ ４９７ G
软木 ５００ 腚海水（２５ ℃ ） １ ５３１ G
铜（棒） ３ ７５０  大理石 ３ ８１０ G
铁（棒） ５ ２００  铝（棒） ５ ０００ G

　 　认真阅读表格 ，你一定能有所发现 ，请你写出其中的任意三条 ：

（１） 　；

（２） 　；

（３） 　．

【错解】 　 （１） 在 １５ ℃ 的空气中声速最小 ，为 ３４０ m／s ；（２）在铁棒中的声速最大为
５ ２００ m／s ；（３）在常见物质纯水中的声速为 １ ４９７ m／s ．

【错解分析】 　本题错解原因 ：一是没有对表中一些物质中的声速找出共性 ；二是

不能说声速在某种介质中最大或最小 ，因为影响声速的因素较多 ，如温度 、状态 、介质

的种类等 ．因此 ，要在平时的探究实验 、动手实验中学会分析数据并进行归纳 、总结 ，这

对学好物理是种能力要求 ．

【正确答案】 　 （１）声音在不同物质中传播速度不同 ；（２）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与

介质的温度有关 ；（３）声音在金属中的传播速度一般比液体中快 ，在液体中的传播速度一般

又比气体中快 ．

【课时热练】

一 、填空题

１ ．（２００９年湛江市中考）“南三听涛”是湛江八景之一 ，濒临浩瀚的南海 ，天水相连 ，涛

声喧哗 ，巨浪排峰 ．声音是由物体的 　 　 　 　产生的 ，涛声是通过 　 　 　 　传到人耳的 ．

２ ．春节联欢晚会上 ，演员“小沈阳”在节目中分别模仿了刘欢 、阿宝的声音 ，模仿得惟妙

惟肖 ，从物理角度说 ，他是模仿乐音三要素中的 　 　 　 　 　 ，特别是把阿宝的高音也能唱上

去 ，其中“高音”是指 　 　 　 　 　高 ．（选填“音调” 、“音色”或“响度”）

３ ．科学考察工作者为了测海底某处的深度 ，向海底垂直发射超声波 ，经过 １０ s收到回
波信号 ．该处海水深 　 　 　 　 　 m（声音在海水中的传播速度约 １ ５００ m／s） ．这种方法 　 　

　 　 　 （选填“能”或“不能”）用来测量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 ，因为 　．

４ ．如图所示 ，鱼被它们喜欢的声音诱入渔网 ，从物理学角度分析 ，这表明 　
．

第 ４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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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选择题

５ ．（２０１０年广州市中考）根据图所给信息 ，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第 ５题图

A ．蝙蝠可以发出频率为 ４００ Hz的声音
B ．人能听到蝙蝠发出的所有频率的声音

C ．人听觉频率范围比人发声频率范围要大

D ．１５ Hz的声音只要振幅足够大 ，人耳是能听到的

６ ．（２０１０年肇庆市中考）用大小不同的力先后两次敲击同一个音叉 ，比较音叉两次发

出的声音 （ 　 　 ）

A ．音调不同 B ．响度不同

C ．音色不同 D ．音调 、响度 、音色均不同

７ ．在日丽无风的体育场 ，进行百米赛跑 ．站在终点的计时员 ，如果在听到起跑枪声开始

计时 ，运动员到达终点时秒表的读数为 １０ ．５９ s ，则运动员跑完百米的时间应为 （ 　 　 ）

A ．１０ ．３０ s B ．１０ ．５９ s
C ．１０ ．８８ s D ．１０ ．１８ s

第 ８题图

８ ．如图所示 ，小明同学用不同的力敲击鼓面 ，他研究的是 （ 　 　 ）

A ．音色与用力大小的关系

B ．响度与振幅的关系

C ．音调与用力大小的关系

D ．音调与振幅的关系

三 、实验题

９ ．教室的窗玻璃是双层的 ．课间 ，同学在窗外敲玻璃时 ，小明感觉双层玻璃与单层玻璃

的振动情况不一样 ．于是他想探究“受敲击时 ，双层玻璃和单层玻璃的振动强弱情况” ．为此 ，

小明进行了以下实验 ：

①将单层玻璃板固定在有一定倾角的斜面上 ，把玻璃球靠在玻璃板的右侧 ，把橡胶球悬

挂在支架上靠在玻璃板的左侧（如图） ．

第 ９题图

②随意拉开橡胶球 ，放手后让其敲击玻璃板 ，玻璃球被弹开 ，记下玻璃球被弹出的距离 ．

共做 １０次 ．

③换成双层玻璃板重复上述实验 ．

·４·



（１）实验后 ，发现玻璃球被弹开距离的数据比较杂乱 ，这与实验中的哪一操作不当有关 ？

　 　 　 　 　 　 　 　 ．

小明改进后 ，重做了实验 ，获得了如下数据 ：

实验次数 １ 蜒２ 构３ ⅱ４ 妸５ s６ [７ D８ ,９  １０  平均值

玻璃球被弹开

的距离（cm）
单层 ７９ 梃７８ 行８２ 构８０ 　７３ 妸８４ r８４ [８２ C８１ ,８０  ８０ C
双层 ２０ 梃２３ 行２４ 构２４ 　２４ 妸２５ r２２ [２２ C２１ ,２５  ２３ C

　 　 （２）受到橡胶球的敲击时 ，玻璃板振动的强弱是通过 　 　 　 　 　 　 　 　来反映的 ．

（３）根据上表中的实验数据分析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

四 、计算与简答题

１０ ．声音传播的速度和温度有关 ，下表是空气中声速随温度变化的数据 ．

空气温度／℃ － ２０ 排－ １０ 苘０ �１０ 谮２０ 耨３０  
声音速度／m · s － １ ３１８ �３２４ 哪３３０ 圹３３６ 耨３４２  ３４８  

　 　 （１）请你在右图所示的坐标中作出声速和温度关系的图像 ．

（２）请你根据所作图像找出温度为 １５ ℃时声速为 　 　 　 　 　 m／s ．
（３）当飞机的飞行速度接近周围空气中的声速时会受到相当大的阻力 ．上世纪中期 ，人

们就尝试进行超音速飞行 ．在飞机速度有限的情况下 ，你能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试验更容易成

功吗 ？

第 １０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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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讲 　声音的分类和利用

【知识引擎】

１ ．了解现代技术中与声有关的应用 ．

２ ．知道防治噪声的途径 ．

【即时出击】

【例 1】 　 （２００８年广东省中考）近年来 ，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越来越注重以人为本 ．如城
区汽车禁鸣 、主干道路面铺设沥青 、住宅区道路两旁安装隔音板等 ．这些措施的共同点是

（ 　 　 ）

A ．绿化居住环境 B ．缓解“热岛效应”

C ．降低噪声污染 D ．减少大气污染
【解析】 　题中禁鸣 、铺设沥青吸音 、隔音板等均与声音有关 ，是降低噪声污染的三种措

施 ，所以选 C ．

【答案】 　 C
【例 2】 　 “呼麦”是蒙古族的一种高超演唱形式 ．演唱者运用技巧 ，使气息猛烈冲击声

带 ，形成低音 ，在此基础上调节口腔共鸣 ，形成高音 ，实现罕见的一人同时唱出高音和低音的
现象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呼麦”中高音 、低音指声音的响度
B ．“呼麦”中的声音是振动产生的
C ．“呼麦”中高音是超声波 、低音是次声波
D ．“呼麦”中高音和低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不等

【解析】 　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B项正确 ；“呼麦”中的高音 、低音指声音的音调 ，

A项错误 ；超声波 、次声波均不在人的听觉范围 ，C项错误 ；任何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都

相等 ，D项错误 ．本题选 B ．

【答案】 　 B
【例 3】 　 （２０１０年南京市中考）关于声音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声波具有能量
B ．声音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C ．“禁鸣喇叭”是在传播途中控制噪声
D ．只要物体在振动 ，我们就一定能听到声音

【解析】 　声音可以使烛焰晃动的实验证明声波具有能量 ；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禁

鸣喇叭”是在声源处控制噪声 ；振动可以产生声音 ，但只有 ２０ ～ ２００００Hz范围内的声音人才
可以听到 ．

【答案】 　 A
【中考失分点】

1 ．对乐音和噪声分辨不清 ．

【例 1】 　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

A ．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不一定是噪声 B ．大声朗读课文的声音不一定是噪声
C ．人们的吵闹声一定是噪声 D ．刺耳的警笛一定是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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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解】 　 B 、C或 D
【错解分析】 　产生错误的原因是对噪声理解不透 ．虽然噪声和乐音并没有绝对界限 ，但

并不是说噪声也能成为乐音 ．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 ，人们的吵闹声 ，警笛声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噪声 ，而朗读课文的声音由于未指明所处的环境 ，可能是噪声 ，也可能不是噪声 ．

【正确答案】 　 A
2 ．利用回声测距时 ，把声音传播的路程当作是发声体到障碍物的距离 ，或把声音传播

的总时间当作是声音传到障碍物的时间 ．

【例 2】 　已知声音在海水中传播速度是 １ ５００ m／s ，一回声探测器从海面发出声音到沉
没在海底的旧炮舰至反射回海面 ，所用时间为 １ ．２ s ，求沉舰到海面的距离 ．

【错解】 　沉舰到海面的距离为 s ＝ v t ＝ １ ５００ m／s × １ ．２ s ＝ １ ８００ m
【错解分析】 　利用回声探测器测距离时要注意 ，声音传播的路径是海面 —海底 —海面 ，

该路程是发声体到障碍物（海底）距离的两倍 ．

【正确答案】 　声音传播的路程为 s ＝ v t ＝ １ ５００ m／s × １ ．２ s ＝ １ ８００ m ，沉舰到海面的

距离为 s′ ＝
１
２
s ＝ １

２
× １ ８００ m ＝ ９ ００ m ．

【课时热练】

一 、填空题

１ ．为了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 ，某学校附近施工场地的搅拌机装上罩子 ，教室靠

近施工场地一侧的窗子都关起来 ．这两项控制噪声的措施分别属于 　 　 　 　 　减弱噪声和

　 　 　 　 　减弱噪声 ．

２ ．下列声音中属于噪声的是 　 　 　 　 　 （填序号） ．

① 演唱会上乐器的伴奏声 　 ② 马路上汽车发动机的运转声 　 ③ 自习课时的喧哗声

④ 装修房屋时的电钻声 　 ⑤ 深夜里的引吭高歌声 　 ⑥ 早读时的读书声

第 ３题图

３ ．如图所示为一些城市的主要街道上设置的噪声监测设备 ，某一时

刻该装置的显示屏显示 ６８ ，这个数据的单位是 　 　 　 　 　 ．当附近有汽车

驶过时 ，显示屏上的数字会 　 　 　 　 　 ．（选填“增大” 、“减小”或“不变”）

４ ．我们看到蝴蝶翅膀在振动时 ，却听不到因翅膀振动而发出的声音 ，

这是因为蝴蝶翅膀振动的频率 　 　 　 　 　 人类听觉的下限频率 ２０Hz（选
填“低于” 、“高于”） ．２０１０年 ４月 １４日我国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了 ７ ．１级的

大地震 ，因为地震产生的这种声波属于 　 　 　 　 　 （选填“次声波”或“超声

波”） ，所以地震前人们并没有感知到 ，从而给人民群众造成了重大损失 ．

５ ．（２０１０年贵阳市中考）贵阳市政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如 ：

为改善环境 ，增大城市绿化面积 ；为减少交通事故 ，开展“文明过马路”活动 ；为 　 　 　 　 ，禁

止汽车在城区内鸣笛 ．

二 、选择题

６ ．（２０１０年湛江市中考）关于声现象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闻其声而知其人”主要是根据声音的响度来判断的

B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中的“高”指声音的音调高
C ．中考期间学校周围路段禁鸣喇叭 ，这是在声音传播的过程中减弱噪声

D ．用超声波能粉碎人体内的“小石头” ，说明声波具有能量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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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１２日发生在海地的强烈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小名同

学通过学习“声现象”有关知识 ，对声音有如下认识 ，你认为其中正确的认识是 （ 　 　 ）

A ．地震时会产生超声波 ，人可以通过动物的有征兆的反应做好地震预防

B ．地震时会在地层下产生地震波 ，这种地震波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C ．地震灾区 ，救助灾民的医疗队借助医用听诊器可增大所听到的声音的响度

D ．夜里为躲避地震邻居匆忙撤离居所 ，虽看不清对方 ，根据音调能“闻其声而知其人”

８ ．近年来 ，城市建设和发展越来越注重以人为本 ，如城区汽车禁鸣 、植树造林 、道路两

旁安装隔音板等 ．这些措施的共同目的是 （ 　 　 ）

A ．减少大气污染 B ．降低噪声污染

C ．缓解“热岛效应” D ．美化居住环境

９ ．３００年前 ，意大利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在房间里挂了许多铃铛 ，然后让蝙蝠在

房间中自由飞翔 ．第一次未对蝙蝠做任何限制 ，铃铛未响 ；第二次蒙住蝙蝠的眼睛 ，铃铛也未

响 ；第三次塞住蝙蝠的耳朵 ，房间中的铃铛响了 ．下列问题不是该实验所研究的是 （ 　 　 ）

A ．蝙蝠飞行靠什么躲避障碍物的 B ．眼睛对蝙蝠飞行是否起作用

C ．耳朵对蝙蝠飞行是否起作用 D ．铃铛是怎样发声的

三 、实验题

第 １０题图

１０ ．小丽一天做研究实验 ，拿了一个空的可乐瓶 ，并去掉瓶

底 ，给开口处蒙上橡皮膜并扎紧 ．让瓶口对着蜡烛的火焰 ，敲打

橡皮膜使其振动发声 ，如图所示 ．小丽可以观察到的实验现象

是 ： 　 ，

这个实验证明了 ： 　．

四 、计算与简答题

１１ ．光射到物体表面反射回来 ，小莉同学联想到 ，声音传到物体表面是不是也是反射回

来 ．为了验证这一问题 ，小莉决定做实验 ．

小莉同学从实验室借来一只量筒 ，在筒内底部放一块海绵 ，在海绵上放一块机械手表

（如图甲） ，小莉听不到手表的“嘀嗒”声 ，随后小莉在量筒上方放一块塑料板 ，调整塑料板的

第 １１题图

位置 ，小莉便听到手表的“嘀嗒”声 ．（如图乙）

请你回答 ：

（１）小莉同学做实验时为什么要用一块海绵 ？

（２）小莉做甲图实验为什么听不到声音 ，而做乙图实验能听到

声音 ，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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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光 现 象

【知识网络】

光现象

光源

光的传播
在同一种均匀物质中

在两种不同物质界面上
反射

折射

光的反射
反射规律

平面镜成像特点

光的折射
折射现象

折射规律

看不见的光

红外线
特点

应用

紫外线
特点

应用

透镜及其应用

透镜

凸透镜
判断

对光的作用

凹透镜
判断

对光的作用

透镜成像规律

u ＞ ２ f
２ f ＞ u ＞ f
u ＜ f

应用

照相机

投影仪

放大镜

眼睛

成像原理

近视眼
成因

矫正

远视眼
成因

矫正

第 1讲 　 光的直线传播 　 光的反射（1）

【知识引擎】

１ ．通过实验 ，探究光在同种均匀介质中的传播特点 ．

２ ．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 ．

３ ．通过实验 ，探究并知道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 ．

４ ．能利用光的直线传播 、光的反射作图 ，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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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出击】

【例 1】 　 （２０１０年福州市中考）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１５日傍晚 ，福州市上空出现“带食日落”的

日环食奇观 ，如图所示 ，一轮“金钩”状的太阳十分壮丽 ．这个现象的形

成是由于 （ 　 　 ）

A ．光的直线传播

B ．光的反射

C ．光的折射

D ．光的色散

【解析】 　日食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自然现象 ，所以 A 正确 ．

【答案】 　 A
【例 2】 　根据平面镜成像特点 ，在图甲中画出物体 AB在平面镜 MN中所成的像 A′B′ ．

【解析】 　由平面镜成像特点知 ，物体在平面镜中所成的是正立 、等大的虚像 ，像与物体

关于平面镜对称 ，故只需作出 A 、B两点关于镜面的对称点 A′ 、B′ ，连接 A′ 、B′即可得到所成
的像 A′B′ ．

【答案】 　如图乙所示 ．

【例 3】 　 （２０１０年北京市中考）如图所示的四种现象中 ，属于光的折射现象的是 （ 　 　 ）

【解析】 　影子是光的直线传播现象 ，A 项与题不符 ；B项中钢勺表面的光从水中传向空
气过程发生折射现象而变得偏折 ，属光的折射形象 ，故选 B ；C 、D两项是光的反射现象 ．

【答案】 　 B
【例 4】 　汽车在夜间行驶时 ，驾驶室内一般不开灯 ，为什么 ？

【解析】 　夜间行车时驾驶室内不开灯 ，挡风玻璃相当于平面镜 ，会将灯光反射进入驾驶

员的眼睛 ，由于夜间从室外透过玻璃射入驾驶室内的光线较弱 ，弱于室内灯光反射的光 ，故

使驾驶员看不清外面的物体 ．

【答案】 　夜间行车时驾驶室内开灯后 ，车前的挡风玻璃相当于平面镜 ，会把驾驶室的景

物反射到驾驶员的眼睛里 ，使其看不清车前较暗的情况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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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失分点】

不能理解小孔成像的实质 ．

【例】 　如图甲所示是小明同学通过小孔观察霓虹灯广告上的一个“上”字 ，则他在光屏
上观察到的结果正确的是 （ 　 　 ）

甲 　 　 　 　 　 　 　 　 　 　 　乙

A ．上 B ．下 C ．下 D ．上
【错解】 　 B
【错解分析】 　本题错解是由于分析问题的片面性造成的 ，小孔成像是光的直线传播形

成的（如图乙所示） ，物体上端 A 点发出的光通过小孔成像在光屏的下方为 A′点 ，下端 B点
发出的光通过小孔成像在光屏的上方为 B′点 ，即小孔成像为倒立的实像 ．同理 ，物和像的左

右位置也相反 ，所以本题答案为 D ．

【正确答案】 　 D
【课时热练】

一 、填空题
１ ．（２００９年肇庆市中考）如下图所示 ，图甲中发生的反射叫 　 　 　 　反射 ，图乙中发生

的反射叫 　 　 　 　反射 ，放电影时电影屏幕上发生的反射与图 　 　 　 　所示情景相似 ．

第 １题图

２ ．阳春三月 ，春光明媚 ，郊外草木返青 ，田野一片灿烂芬芳 ，湖畔垂柳成阴 ，水面倒影如
镜 ，这一处处美景总让人流连忘返 ．从物理学的角度看 ，“垂柳成阴”是由于光的 　 　 　 　 　

形成的 ，“倒影如镜”是由光的 　 　 　 　 　形成的岸边柳树的虚像 ．

３ ．如图所示 ，太阳光与水平面成 ６０°角 ，要利用平面镜使太阳光沿竖直方向照亮井底 ，

则平面镜应与水平面成 　 　 　 　 　角放置 ．

第 ３题图
　 　

第 ４题图
　　

第 ５题图

４ ．（２０１０年长沙市中考）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２２日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本世纪以来最大规模
的一次日全食 ，图甲是某校同学用一盆墨水观察到的日食奇观 ．产生日食的原因是光沿
　 　 　 　传播 ，当我们位于乙图中的 　 　 　 　区域时 ，就能看到日全食现象 ．

５ ．小明用平面镜和两个完全相同的墨水瓶 A 、B研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实验时 ，他
·１１·



将平面镜竖立在桌面上 ，把 A 放置在镜前的边缘处 ，如图所示 ，调整观察角度 ，可在镜中看

到它的部分像 ，再将 B放在镜后并来回移动 ，直至其未被平面镜遮挡部分与 A 在镜中的不
完整像拼接成一个完全吻合的“瓶” ，那么墨水瓶 B所在的位置即为 　 　 　 　 　的位置 ，同

时还说明 　 　 　 　 　 ．

二 、选择题

６ ．（２０１０年湛江市中考）如图所示的四种情景中 ，属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是 （ 　 　 ）

７ ．小莉同学按图所示的装置做小孔成像实验 ．如果易拉罐底部有一个很小的三角形小

小孔成像

第 ７题图

孔 ，则她在半透明纸上看到的是 （ 　 　 ）

A ．蜡烛的正立像

B ．蜡烛的倒立像

C ．三角形光斑

D ．圆形光斑

８ ．（２０１０年重庆市中考）在如图所示的光学仪器中 ，使用时主要利用反射成像的是

（ 　 　 ）

三 、作图与实验题
９ ．（２０１０年广东省中考）如图所示 ，在练功房里 ，小红同学利用平面镜来帮助矫正舞蹈

姿势 ．画出她的脚上 B点的光线经过平面镜后进入人眼 A 点的光路图 ．

第 ９题图
　 　 　 　 　 　 　

第 １０题图

１０ ．有一束光沿 AO射入一个暗盒中的平面镜上 ，如图所示 ，若要使反射光从小孔 B中
射出 ，可以将平面镜上下左右移动 ，使移动后的镜面与原镜面平行 ，试画出此时平面镜放置
的位置 ，并完成光路 ．

·２１·



１１ ．小明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 ，将一块玻璃板竖直放在水平桌面上 ，把点燃
的蜡烛 A放在玻璃板前 ，然后将与 A等大的蜡烛 B放在像的位置 ，如图所示 ，在此实验中 ：

　第 １１题图

（１）他还要用到的测量工具是 ：　 　 　 　 ，选用此测量工具是为了
　 　 　 　 ．

（２）选用两支等大的蜡烛是为了 　 　 　 　 ．

（３）若移去蜡烛 B ，在像的位置放一光屏 ，光屏上 　 　 　 　 （选填

“能”或“不能”）接收到蜡烛 A 的像 ，这说明平面镜成 　 　 　 　像 ．

光的直线传播 　光的反射（2）

【即时出击】

【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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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光源是指自身发光的物体 ，有些物体本身不发光 ，但由于它们能反射太阳或其他光

源射出的光 ，好像它们也在发光一样 ，它们并不是物理学中所指的光源 ，如月亮和所有的行星 ．

【答案】 　 A
【例 2】 　 （２０１０年河南省中考）如图所示 ，在 O点放置一个平面镜 ，使与水平方向成 ６０°角的

太阳光经 O点反射后 ，水平射入窗口 P中 ．请你在图中画出平面镜的位置 ，并标出反射角的度数 ．

【解析】 　可先画出由 O点射向窗口 P的反射光线 ，再作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夹角的角

平分线即法线 ，最后过 O点作法线的垂线即平面镜的位置 ．入射角 ＋反射角 ＝ １８０° － ６０° ＝

１２０° ，又因为入射角 ＝ 反射角 ，所以反射角为 ６０° ．

【答案】 　如图所示

【例 3】 　小猫在平静的池塘边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像 ，下列图中正确的是 （ 　 　 ）

【解析】 　 “平静的池塘”相当于平面镜 ，反射面是水面 ，其成像特点符合平面镜成像特

点 ，即 ① 像与物到镜面的距离相等 ；② 像与物的大小相等 ；③ 像与物左 、右相反 ；④ 像与物

的连线垂直于镜面 ，这 ４个特点可以用“像与物关于镜面对称”来概括 ，所以应选 C ．此题是

对新课标“知道平面镜成像的特点”目标的落实 ．

【答案】 　 C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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