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物 理

　　 　（学生用书）

　主　编　李德彬　林　涛



《金点中考》编委成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语　文
主　编　谢　静　兰华智
编　委　谢　静　兰华智　周亚兰　王晓艳　冯　华　付佩琳

张银鸿　蒋　明　李　雯　孙筱霏　白永东

数　学
主　编　陈　芳　金明全　严　骏
编　委　陈　芳　金明全　严　骏　赖有富　王　义　文成林

韩小容　冯翠蓉　李志江　吕世福　佘仕芬　唐启银
邱　滔

英　语
主　编　张佳莉　蔡丽英　王晓燕
编　委　张佳莉　蔡丽英　王晓燕　刘　能　杨　叶　张　柳

程孝怡　王　静　金　蓉　薛庆惠　罗昭碧　刘秀梅

物　理
主　编　李德彬　程宗根　张　涛　文成刚
编　委　李德彬　程宗根　张　涛　文成刚　唐义刚　杨　波

张　蓉　赵远平　邹廷才　张晓容　梁　萍

化　学
主　编　卓红彬　李小龙　文友贵
编　委　卓红彬　李小龙　文友贵　邱基良　陈定军　陈　林

郭志强　李　兰　胡洋溯　代　倩　侯　瑾　查亚利
张　梅　王　涛　陈天琼　晏仕友　侯天均　张才溢

思想品德
主　编　范晓琴　李雪梅　彭　艳　左晓华
编　委　范晓琴　李雪梅　彭　艳　左晓华　付尚俊

历　史
主　编　罗文平
编　委　罗文平　龙小华　范绍华





书书书

应该记住的一些物理常数 １………………………

物理量及其单位 １…………………………………

物理公式及意义 ２



…………………………………

第一部分　基础复习

专题一　探究电路 ４………………………………

物理专项复习过关检测卷（一） １３３………………

专题二　欧姆定律 １０………………………………

专题三　电功和电功率 １７…………………………

物理专项复习过关检测卷（二） １３７………………

专题四　电和磁 ２４…………………………………

物理专项复习过关检测卷（三） １４１………………

专题五　物态变化 ３２………………………………

专题六　内能与热机 ３８……………………………

物理专项复习过关检测卷（四） １４５………………

专题七　运动的世界 ４４……………………………

专题八　常见的力 ４９………………………………

专题九　力与运动 ５６………………………………

专题十　压　强 ６２…………………………………

物理专项复习过关检测卷（五） １４９………………

专题十一　密度与浮力 ６７…………………………

物理专项复习过关检测卷（六） １５３………………

专题十二　机械与人 ７４……………………………

物理专项复习过关检测卷（七） １５７………………

专题十三　声音的世界 ８１…………………………

专题十四　多彩的光 ８５……………………………

物理专项复习过关检测卷（八） １６１























 ………………

第二部分　专题复习

专题一　受力分析与作图 ９２………………………

专题二　有关密度、压强及浮力的计算 １０３………

专题三　动态电路及电路故障分析 １０８…………

专题四　电学计算题分类例析 １１２………………

专题五　物理实验 １２１……………………………

专题六　学科内综合计算 １２８





 ……………………

第三部分　中考模拟

物理中考全真模拟试题（一） １６５…………………

物理中考全真模拟试题（二） １７１…………………

物理中考全真模拟试题（三） １７７



…………………

参考答案 １８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应该记住的一些物理常数

１　　　　物理·中考总复习

应该记住的一些物理常数

１标准大气压下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冰的熔点、水的凝固点 ０℃

１标准大气压下水的沸点 １００℃

１节干电池的电压 １．５Ｖ

１节蓄电池的电压 ２Ｖ

家庭电路 （原称照明电路）电压 ２２０Ｖ

对人体的安全电压 不高于３６Ｖ

水的密度 １．０×１０３ｋｇ／ｍ３＝１．０ｇ／ｃｍ３

真空中光速 ３×１０８　ｍ／ｓ

１标准大气压 １．０１×１０５Ｐａ，相当于ｈ水银＝７６ｃｍ，ｈ水＝１０．３ｍ

水的比热容 ４．２×１０３Ｊ／ （ｋｇ·℃）

重力常数 ｇ＝９．８Ｎ／ｋｇ （质量是１千克物体受到的重力是９．８牛）

物理量及其单位

物理量名称 物理量符号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备　　注

长度 （路程） Ｌ （ｓ） 米 ｍ
１千米＝１０３ 米

１米＝１０２ 厘米＝１０３ 毫米

面积 Ｓ 米２　 ｍ２　 １米２＝１０４ 厘米２＝１０６ 毫米２

体积 Ｖ 米３　 ｍ３　 １米３＝１０６ 厘米３＝１０９ 毫米３

质量 ｍ 千克 ｋｇ　 １吨＝１０３ 千克

时间 ｔ 秒 ｓ　 １小时＝３６００秒

摄氏温度 ｔ 摄氏度 ℃

速度 ｖ 米／秒 ｍ／ｓ　 １米／秒＝３．６千米／小时

密度 ρ 千克／米３　 ｋｇ／ｍ３ ρ＝ｍ／ｖ

力 （重力） Ｆ （Ｇ） 牛顿 （牛） Ｎ

压强 ｐ 帕斯卡 （帕） Ｐａ　 １帕＝１牛／米２

功 Ｗ 焦耳 （焦） Ｊ　 Ｗ＝Ｆ·ｓ　１焦＝１牛·米

功率 Ｐ 瓦特 （瓦） Ｗ　 Ｐ＝Ｗ／ｔ　１瓦＝１焦／秒

热量 Ｑ 焦耳 （焦） Ｊ

比热 Ｃ 焦／ （千克·℃） Ｊ／ （ｋｇ·℃） Ｃ＝Ｑ／ｍ （ｔ－ｔ０）

电量 Ｑ 库仑 （库） Ｃ

电流 Ｉ 安培 （安） Ａ　 １安＝１伏／欧

电压 Ｕ 伏特 （伏） Ｖ

电阻 Ｒ 欧姆 （欧） Ω １欧＝１伏／安



２　　　　 物理·中考总复习

物理量名称 物理量符号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备　　注

电功 Ｗ
焦耳 （焦）

千瓦时 （度）
Ｊ

ｋＷ·ｈ

Ｗ＝ＵＩｔ　Ｗ＝Ｐｔ　１焦＝１伏·安秒

１千瓦时＝３．６×１０６ 焦

电功率 Ｐ 瓦特 （瓦） Ｗ
Ｐ＝Ｗ／ｔ＝ＵＩ

１瓦＝１焦／秒＝１伏安

物理公式及意义

名　　称 公　　式 备　　注

重力 Ｇ＝ｍｇ　 ｇ＝９．８Ｎ／ｋｇ

速度 ｖ＝ｓｔ ｖ不变，ｖ与ｓ和ｔ无关

密度 ρ＝
ｍ
Ｖ ρ不变，ρ跟ｍ、Ｖ 无关

压强 ｐ＝ＦＳ Ｐ跟Ｆ 成正比，跟Ｓ成反比

液体压强 ｐ＝ρｇｈ 仅适用于液体，ｈ是液面到研究点距离

同一直线上二力的合成
Ｆ＝Ｆ１＋Ｆ２ （同向）

Ｆ＝Ｆ１－Ｆ２ （反向）

合力Ｆ与分力Ｆ１、Ｆ２ 同向

合力Ｆ与较大分力方向相同

阿基米德定律 Ｆ浮＝Ｇ物＝ρ液ｇＶ排 ρ液 为液体密度，Ｖ排 为排开液体体积

浮力四种计算方法

Ｆ浮＝Ｆ向上－Ｆ向下 “原因法”：上下表面受液体压力之差，仅适合于规则物体

Ｆ浮＝Ｇ－Ｆ “称重法”：适合于有测力计的情况

Ｆ浮＝Ｇ物＝ρ液ｇＶ排 “原理法”：阿基米德原理

Ｆ浮＝Ｇ物 “平衡法”：物体漂浮或悬浮时受平衡力作用，二力相等

物体浮沉条件

上浮：Ｆ浮＞Ｇ物、ρ液＞ρ物

下沉：Ｆ浮＜Ｇ物、ρ液＜ρ物

悬浮：Ｆ浮＝Ｇ物、ρ液＝ρ物

漂浮：Ｆ浮＝Ｇ物、ρ液＞ρ物

上浮、下沉是运动过程，悬浮与漂浮是静止状态。漂浮：

物体只浸入一部分

杠杆平衡条件 Ｆ１·Ｌ１＝Ｆ２·Ｌ２ 杠杆静止或匀速转动状态

功
Ｗ＝Ｆ·ｓ

Ｗ＝Ｐ·ｔ
Ｆ是作用在物体上的力，ｓ是物体在力的方向上通过的距离

功率

Ｐ＝Ｗｔ

Ｐ＝Ｆ·ｖ　 Ｆ是作用在物体上的力，ｖ是物体在力的作用下移动的速度

热量计算 Ｑ＝ｃｍΔｔ　 ｃ：比热容　ｍ：质量　Δｔ：温度的变化量

欧姆定律 Ｉ＝ＵＲ Ｕ、Ｉ、Ｒ是 “同一导体”、“同一时刻”



物理公式及意义

３　　　　物理·中考总复习

名　　称 公　　式 备　　注

电压 Ｕ＝ＩＲ　 Ｕ、Ｉ、Ｒ是 “同一导体”、“同一时刻”

电阻 Ｒ＝ＵＩ
Ｒ跟Ｕ、Ｉ无关，由导体本身的因素决定——— “材料”、“长

度”、“横截面积”、“温度”

电功

Ｗ＝ＵＩｔ

Ｗ＝Ｉ２　Ｒｔ

Ｗ＝Ｕ
２

Ｒｔ

Ｗ＝Ｐｔ

其中Ｗ＝Ｉ２　Ｒｔ和Ｗ＝Ｕ
２

Ｒｔ
只能用于电能全部转化为

内能的用电器计算

电功率

Ｐ＝ＵＩ

Ｐ＝Ｉ２　Ｒ

Ｐ＝Ｕ
２

Ｒ

Ｐ＝Ｗｔ

其中Ｐ＝Ｉ２　Ｒ和Ｐ＝Ｕ
２

Ｒ
只能用于电能全部转化为内能的用

电器计算

串联电路特点

Ｉ＝Ｉ１＝Ｉ２ 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Ｕ＝Ｕ１＋Ｕ２

Ｒ＝Ｒ１＋Ｒ２

Ｕ１
Ｒ１＝

Ｕ２
Ｒ２　　

Ｕ１
Ｕ２＝

Ｒ１
Ｒ２

电流相同时，电压与电阻成正比

并联电路特点

Ｉ＝Ｉ１＋Ｉ２

Ｕ＝Ｕ１＝Ｕ２ 研究时抓住电压相等的特点

１
Ｒ＝

１
Ｒ１
＋１Ｒ２

两个电阻时：Ｒ＝ Ｒ１Ｒ２Ｒ１＋Ｒ２

Ｉ１Ｒ１＝Ｉ２Ｒ２　　
Ｉ１
Ｉ２＝

Ｒ２
Ｒ１

电压相等时，电流与电阻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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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础复习

专题一　探究电路

中考考点 知道 理解 掌握 中考分值

两种电路 √ ２－４
电流表的使用 √ ２－４

串、并联电路电流规律 √ ２－４
电压表的使用 √ ２－４

串、并联电路中电压规律 √ ２－４
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 √ ２－４

滑动变阻器 √ ２－６

探究电路

电路
串联电路的连接及控制｛并联电路的连接及控制

电流

电流表的使用

并联电路中电流规律烅
烄

烆串联电路中电流规律

电压

电压表的使用

并联电路中电压规律烅
烄

烆串联电路中电压规律

电阻

导体的导电性

决定电阻大小的因素烅
烄

烆

烅

烄

烆
变阻器

１．两种电路：

（１）串联电路：电流从正极出来只有唯一一条通路，一处断开，所有用电器不工作，如图１甲。

（２）并联电路：电流从正极出来有两条以上通路，支路之间互不影响，如图１乙。

（３）“去表法”识别电路：通常指的串联和并联电路都是针对用电器而言的，电流表和电压表是属于测量元件，理想情

况下，它们在电路中对电路不构成影响。（１）电流表相当于一根导线，去掉后用导线代替；（２）电压表相当于断开

的开关，直接去掉。如图２甲所示，去表后电路等效为图２乙。

　　　　　　

　　　　　　　　　　　　图１　　　　　　　　　　　　　　　　　　　　　　　　图２



专题一　探究电路

５　　　　物理·中考总复习

（４）组装电路：

①方法一：“先支后干”———先连接支路，后连接干路。如图３所示。

　　　　 　　　　
图３

根据电路图，Ｌ１与Ｓ１构成一条支路，用三条导线接好；Ｌ２与Ｓ２是一条支路，用三条导线接好；电流表、电池、

Ｓ０是干路，用两段导线接好；把两条支路的两端导线分别合在一起，接到干路上。

②方法二：“先通后补法”

首先连接虚线框内部分，这部分相当于一个串联电路，只需沿着电流方向，依次把元件串起即可。然后，将剩

下的两电元件接到支路两端即可，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２．串联电路好比一条无支流的河流，上游与下游水流相等，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也相等；并联电路中支路电流之和与干路

电流相等，并联时电流与如图５所示水流情况类似，Ａ处水流与Ｂ、Ｃ两处水流之和相等。

图５

３．为什么电流通过用电器后不减小？电流类似于河中水流，当河中水流通过一个水力发电站后，

水流的能量被转化，但水流的大小不变。当电荷通过电灯后，电能被转化为内能，但电子的

数目不会发生变化。

４．规定正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为电流方向，但大多数导体中没有正电荷移动，这些导体中只有

带负电的电子运动，电子运动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对电池来说，电流总是从 “＋”极流出，

经外部电路中的用电器，流回 “－”极。

５．电流表自身电阻很小，相当于一段导线，所以使用方法：（１）必须与被测用电器串联；（２）电流必须从 “＋”接线柱流

入，从 “－”接线柱流出；（３）不能把电流表直接连在电源两端；（４）如果电流小于较小的量程，一定要使用小量程读数。

图６

６．电压是使电路中形成电流的原因，电源是提供电压的装置。如图６所示，两容器水位高度不同，在

开关两边产生一个水压差，当开关打开时，这个水压就会形成水流。电压类似于水压，形成电荷的

定向移动。

７．电压表自身电阻很大，相当于一个断开的开关，使用方法：（１）必须与被测用电器并联；（２）电流

必须从 “＋”接线柱流入，从 “－”接线柱流出；（３）如果电流小于较小的量程，一定要使用小量

程读数。

８．导体与绝缘体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如图７，硅、锗是著名的

半导体，银是很好的导体，陶瓷是很好的绝缘体。

　　　　　　

　　　　　　　　　　　　　　　　　　　图７　　　　　　　　　　　　　　　　　　　图８

９．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１）长度；（２）横截面积；（３）材料；（４）温度。

１０．滑动变阻器：利用改变电阻线长度的方法改变电阻。当按如图８连接时，滑片向右滑动，电阻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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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把　电源　、　用电器　、　开关　等元件用

　导线　连接起来组成的电流的路径，叫做电路。电源
是把　其他形式　能转化为　电能　能的装置。用电
器是把　电能　能转化为　其他形式　能的装置。

２．电路三种状态：　开路　、　通路　、　短路　。其
中　短路　是要避免的。

３．一个电路中要有持续电流，必须要有两个条件：①必须

有　电源　；②电路必须是　通路　。

４．把元件　顺次　连接起来的电路，叫做串联电路。串联
电路中电流只有唯一的一条通路，任意一处断开，电路

中所 有 用 电 器 都 不 工 作，串 联 电 路 中 电 流 大 小

　处处相等　。各用 电 器 两 端 电 压 之 和 与 电 源 电
压　相等　。

５．把元件　并列　连接起来的电路，叫做并联电路。并联
电路中各个支路之间互不影响，并联的各支路两端电压

　相等　，各支路电流之和与干路电流　相等　。当
任何一条支路电流增大时，干路电流　将增加　。

６．画出元件的电路符号：电灯　　，电铃　 　，电

动机　○Ｍ 　，电压表　○Ｖ 　，电流表　?　，交叉相
连的导线　 　，开关　 　，电源　 　。

７．规定　正　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为电流的方向。在电源
外部，电流方向是从电源的　正　极流向　负　极。

８．电流Ｉ的国际基本单位是：　安培　；常用单位有

　毫安　、　微安　。

１Ａ＝　１０００　ｍＡ＝　１００００００　μＡ。

９．电流表的使用规则是：①电流表必须　串　联在电路
中；②电流必须从　正　接线柱流入，从　　　　　
接线柱流出；③被测电流不能超过电流表的　量程　，

在不知被测电流的大小时，应采用　试触　的方法选
择量程；④绝对不允许不经过用电器而把电流表连

到　电源两极　。

图９

１０．图９是实验室中常用的电流表，有

两个量程，较小量程是　０．６　Ａ，

每小格表示的电流值是　０．０２　
Ａ；较大量程是　３　Ａ，每小格表

示的电流值是　０．１　Ａ。图中电流表示数是　０．３２　Ａ。

１１．电压是使电路中形成　电流　的原因，　电源　是提
供电压的装置。

１２．电压Ｕ 的国际基本单位是：　Ｖ　；常用单位有：

　ｋＶ　、　ｍｖ　、　μｖ　。

１ｋＶ＝　１０００　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ｍｖ。

１３．电压表的使用规则是：①电压表要　并　联在电路中；

②接线时必须使电流从　正　接线柱流入，从　负　
接线柱流出；③被测电压不要超过电压表的　量程　。

图１０

１４．如图１０所示的常用电压表有两

个量程：较小量程是　３　Ｖ，
每小格表示的电压值是　０．１　Ｖ；
较大量程是　１５　Ｖ，每小格表
示的电压值是　０．５　Ｖ。图中

电压表示数是　１．５　Ｖ。

１５．①一般１节干电池的电压是　１．５　Ｖ；②我国家庭电

路电压为　２２０　Ｖ；③对人体安全的电压为不高于

　３６　Ｖ；④一节蓄电池的电压是　２　Ｖ。

考点一　串联并联电路的判断、电流表的联接

［例１］（２０１１·台州市）某电饭锅及内部电路如图１１所示，

Ｒ１ 是加热电阻，Ｒ２ 是限流电阻。开关Ｓ１ 需手动闭合，

但当锅内温度达到１０３℃时，会自动断开；Ｓ２ 是一个自

动温控开关。请回答：

图１１
（１）电饭锅加热煮饭时，开关Ｓ１ 处于　　　　状态；

（２）在电饭锅煮稀饭时，开关Ｓ１ 却不能自动断开，其

原因是　　　　　　　　　。

［思路分析］

这个电路要求学生判断是什么电路，之后判断开关的

作用是控制什么。

［解答］

（１）闭合　 （２）锅内温度未达到










１０３℃

［题后反思］

判断电路要看有没有支路，如果有支路，就要判断各

支路开关的作用。

［变式训练］

请根据图１２甲的电路图，用笔画线把图１２乙中的实

物连接起来。

甲　　　　　　　　乙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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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电路的三种状态识别、串联并联电路识别

［例２］（２０１１·连云港市）为了生活方便，卧室里的同一个

照明灯通常用两个开关控制，一个安装在进门处，另一

个在床头附近，操作任意一个开关均可以开灯、关灯。

图１３中的四幅图是小明用电池作为电源设计的四个电

路模型，能满足要求的是 （其中 Ａ图中的Ｓ１、Ｓ２ 及Ｃ

图中的Ｓ１ 为单刀双掷开关）（　　）

图１３

［思路分析］

这是一个考查学生对电路的判断和组装的题型，要求

学生能够判断电路图中各开关的作用。

［解答］






Ａ

［题后反思］

这种电路的判断是重点也是难点。

［变式训练］

在图１４所示的各电路图中，能反映出Ｌ１、Ｌ２并联，开

关Ｓ断开后Ｌ１仍能发光的是 （Ｄ ）

　　　Ａ　　　　　　Ｂ　　　　　　Ｃ　　　　　Ｄ

图１４

考点三　并联电路电流规律、电流表读数

［例３］（２０１１·广州市）根据图１５所示的实物电路，在虚

方框内画出对应的电路图。

图１５

［思路分析］

根据实物图画电路图，要按照顺序分析电路中的电流

流向。先连接各用电器和电流表最后连接电压表。

［解答］

如图１６所示。

图





１６

［题后反思］

要注意电流表和电压表的量程。

［变式训练］

（２０１１·苏州市）在图１７所示的两个虚线框内分别填

入电源或开关的符号，并满足闭合任何一个开关都能使小

灯泡Ｌ发光。

　　　　　　　　　　　　图１７　答案

［课堂练习］

１．关于图 １８中的实物连接情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Ｂ ）

Ａ．Ｌ１和Ｌ２是串联　　　　Ｂ．Ｌ１、Ｌ２、Ｌ３是并联

Ｃ．Ｌ１、Ｌ２、Ｌ３是串联　　Ｄ．此电路是一个错误电路

图１８

２．甲、乙两办公室，为了互相传呼方便，在两办公室里各

安装了一个电铃。要使两办公室的任何一方按开关都只

能使对方的电铃发声，正确的电路图应是图１９中的

（Ｃ ）

　　　Ａ　　　　　　Ｂ　　　　　Ｃ　　　　　Ｄ

图１９

３．一个开关同时控制两盏灯 （Ｃ ）

Ａ．一定串联　　　　　　　　　　Ｂ．一定并联

Ｃ．有可能串联，也有可能并联　　Ｄ．






































































 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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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４．在图２０所示的电路中，当开关Ｓ闭

合时，灯Ｌ１、Ｌ２均不亮。某同学用

一根导线去查找电路的故障。他将

导线先并接在灯Ｌ１两端时发现灯Ｌ２

亮，灯Ｌ１不亮，然后并接在灯Ｌ２两端时发现两灯均不

亮。由此可以判断 （Ａ ）

Ａ．灯Ｌ１断路　　　　　　　　Ｂ．灯Ｌ１短路

Ｃ．灯Ｌ２断路 Ｄ．灯Ｌ２短路

５．有一段导体，下列措施中能增大其电阻的是 （Ｄ ）

Ａ．减小导体两端的电压 Ｂ．减小导体中的电流

Ｃ．减小导体的长度 Ｄ．减小导体的横截面积

６．图２１为电子体温计，其原理是通过流过半导体制成的感

温头的电流来反应人的体温，这利用了半导体的 （Ｃ ）

图２１

Ａ．良好的导电特性

Ｂ．良好的绝缘特性

Ｃ．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

Ｄ．电阻随光照变化的特性

７．下面几种用电器正常工作时电流最小的是 （Ａ ）

Ａ．液晶显示电子计算器 Ｂ．家用电风扇

Ｃ．家用电熨斗 Ｄ．彩色电视机

８．小明同学发现学校楼梯上的过道灯，在夜晚天黑时，用力

拍掌，灯就亮了；而白天怎样用力拍掌，灯都不能亮，后

来老师告诉小明：过道灯是由光控和声控开关同时来控制

的，其中光控开关受到光照时断开，声控开关接受声音时

闭合，那么你认为如图２２所示的楼道开关中，连接正确

的是 （Ｃ ）

Ａ　　　　　　Ｂ　　　　　　Ｃ　　　　　　Ｄ

图２２

９．半导体材料有着广泛的应用，下列物体中不需要应用半

导体材料的是 （Ａ ）

Ａ．输电线 Ｂ．手机

Ｃ．电脑 Ｄ．电视机

１０．在家庭电路中，电冰箱和电视机是　并　联连接；开

关和它所控制的电灯是　串　联连接。

１１．ＬＥＤ灯是一种新型的高效节能光源，它的核心元件为

发光二极管，二极管由　半导体　材料制成。

１２．如图２３所示，要使灯Ｌ１与Ｌ２串联在电路上，应该闭合

开关　Ｓ３　、断开开关　Ｓ１Ｓ２　。如果要使Ｌ１和Ｌ２
并联，则应该闭合开关　Ｓ１Ｓ２　，断开开关　Ｓ３　。

倘若将三只开关都闭合，则灯 Ｌ１　不发　光，灯

Ｌ２　不发　光，电路将发生　短路　。

图２３

１３．将一根镍铬合金丝均匀拉长接入电路，其电阻将

　增大　，若将其对折后接 入 电 路 中，其 电 阻 将

　减小　。（填 “增大”“减小”或 “不变”）

１４．一种摩托车，由电动机转动，启动汽油机工作，如果只

设计一个开关，就会出现一启动发动机，摩托车就冲

出去的情况，易导致危险。这种摩托车设计了两个开

关，如图２４所示，当脚踩下刹车时，就闭合了开关

Ｓ１，这时用手按点火开关Ｓ２，摩托车就启动，如果不

踩刹车，即使闭合开关Ｓ２，也无法启动汽油机，根据

这个特点连接电路。

图２４

１５．在图２５所示的三个电路中，根据标出的电流方向，把

电池和开关填入电路。

图２５

图２６

１６．将一根均匀的电阻丝弯折成一个正

三角形ａｂｃ，如图２６，ｄ为ａｂ的中

点，若 ｃｄ 间 电 阻 为 ９ 欧，则

（Ａ ）

Ａ．ａｃ间电阻为６欧

Ｂ．ａｃ间电阻为８欧

Ｃ．ａｄ间电阻为５欧

Ｄ．ａｄ间电阻为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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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在连接简单的串联电路的实验中，某同学按图２７中甲

电路图布置电路元件，如图２７中乙图所示。请你用笔

画线代替导线将电路元件连接好。在串联电路中开关

位置的改变　不会　 （选填 “会”或 “不会”）影响对

各灯的控制。

甲　　　　　　　　　　　　乙

图２７

１８．根据图２８所示的电路图，用笔画线代替连接用的导线，

将图２８中的所有元件连成电路。 （要求：连线不能交

叉）

图２８

１９．识别电路 （去表法、断路法）。

（１）图２９中，电压表 Ｖ１测　Ｌ２　的电压，Ｖ２测

　Ｌ１　的电压，Ａ测　Ｌ１Ｌ２　的电流。

（２）图 ３０ 中，电压表测 　Ｌ１　 的 电 压，电 路 是

　串联　电路。

　 　

　　　图２９　　　　　　图３０　　　　　　图３１

（３）图３１中，电压表 Ｖ１测　Ｌ１　的电压，Ｖ２测

　电源　的电压。

２０．如图３２所示电路，当开关闭合时，流过Ｌ３的电流为

　Ｉ３　，流过Ｌ２的电流为　Ｉ２－Ｉ３　，流过Ｌ１的电

流为　Ｉ１－Ｉ２　。

图３２

２１．用一节干电池、一个开关和一个小灯泡自制小台灯。

接上电源时，开关虽未闭合，灯泡却已发光；若闭合开

关，灯泡反而灭了；几秒后再次断开开关，小灯泡又亮

了，但亮度减少了许多。请画出这个错误的电路图。

　答案　
２２．如图３３所示，通过Ｌ１ 和Ｌ２ 的电流之比为２∶１，则Ａ１

与Ａ２ 之比为　３∶２　。

图３３

２３．提出滑动变阻器的一个缺点，一个优点。并提出改进

这个缺点的设想。

参考答案：

缺点：测量时不能读出电阻值；

改进：在滑动变阻器上设一个标尺，标尺上标

出电阻值，当滑片滑动时，所指示的位置可以

读出数来。

优点：电阻值可以连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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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欧姆定律

中考考点 知道 理解 掌握 中考分值

科学探究影响电流大小的因素 √ ２－６

欧姆定律的应用 √ ４－８

电阻测量的方法 √ ２－４

串联电路中Ｉ、Ｕ、Ｒ关系 √ ２－６

并联电路中Ｉ、Ｕ、Ｒ关系 √ ２－６

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

探究影响电流大小的因素

欧姆定律公式

Ｉ、Ｕ、Ｒ的 “同一性
烅
烄

烆 ”

电阻的测量

“伏安法”

“伏阻法”

“安阻法”

“等效替代法

烅

烄

烆 ”

电阻的联接
串联的等效电阻｛

烅

烄

烆
并联的等效电阻

１．电阻不变时，电流与电压成正比；电压不变时，电流与电阻成反比。

２．Ｉ＝ＵＲ
，其中Ｉ的单位必须是 “Ａ”，Ｕ 的单位必须是 “Ｖ”，Ｒ的单位必须是 “Ω”。

３．Ｉ、Ｕ、Ｒ的 “同一性”：

（１）“同体性”———三个量必须是电路中同一导体的各对应量；如图１所示，Ｉ１＝
Ｕ１
Ｒ１
，Ｉ２＝

Ｕ２
Ｒ２
为正确等式，但Ｉ１＝

Ｕ１
Ｒ２
就

是错误的了。

图１
（２）“同时性”———当电路发生变化时，三个量必须是同一时刻的量；如图２：当滑片在左端时，对电阻Ｒ有Ｉ１，Ｕ１，

它们满足Ｉ１＝
Ｕ１
Ｒ
；当滑片在右端时，同一电阻有Ｉ２，Ｕ２，这时它们满足Ｉ２＝

Ｕ２
Ｒ
。

　　　　　　　
图２　　　　　　　　　　　　　　　图３

４．伏安法测电阻的原理是：Ｒ＝ＵＩ
，用电压表测Ｕ，电流表测Ｉ，计算可得Ｒ。（如图３所示）

（１）特别注意：本方法仅供测量电阻，但Ｕ 和Ｉ不能决定电阻，电阻Ｒ决定于材料、长度、横截面积与温度，一个电阻

一经出厂，它的电阻就是定值了，无论Ｕ 和Ｉ的大小如何变化，都不能改变Ｒ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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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验常用电路是：滑动变阻器的作用：①保护电流表与电压表；②改变电压与电流，便于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５．串联电路电流、电压、电阻特点：

（１）Ｉ１＝Ｉ２＝Ｉ　　　 （２）Ｕ＝Ｕ１＋Ｕ２
（３）Ｒ＝Ｒ１＋Ｒ２，电阻串联相当于增加了导线的长度，所以电阻增大。

（４）Ｕ１Ｒ１＝
Ｕ２
Ｒ２
或Ｒ１
Ｒ２＝

Ｕ１
Ｕ２

６．并联电路电流、电压、电阻特点：

（１）Ｉ＝Ｉ１＋Ｉ２　　　　 （２）Ｕ１＝Ｕ２＝Ｕ

（３）１Ｒ＝
１
Ｒ１＋

１
Ｒ２
，电阻并联相当于增加了导线的横截面积，所以电阻变小。　　 （４）Ｉ１Ｉ２＝

Ｒ２
Ｒ１
或Ｉ１
Ｉ＝

Ｒ
Ｒ１

１．欧姆定律：导体中的电流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　正比　，

跟导体的电阻成　反比　。欧姆定律数学表达式：

　　　　　，式中各量单位：Ｉ→　Ａ　；Ｕ→　Ｖ　；

Ｒ→　Ω　。

２．Ｉ＝ＵＲ
中三个物理量必须满足 “同一性”要求，才能参与计

算：Ｉ、Ｕ、Ｒ必须是　同一导体　、　同一时刻　的三
个量。

３．串、并联电路中的电流、电压、电阻关系：

电阻串联 电阻并联

电路图

电流关系式

电压关系式

等效电阻

４．“伏安法”测电阻原理式：　　　　。

请在框内画出 “伏安法”测电阻电路图：

“伏安法”测电阻的实验中，滑动变阻器的主要作

用是　调节电压实现多次测量，保护用电器　。

考点一　电路的连接识别，滑动变阻器、
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作用

［例１］（２０１１·湖州市）二氧化锡传感器能用于汽车尾气中
一氧化碳浓度的检测，它的原理是其中的电阻随一氧化
碳浓度的增大而减小。将二氧化锡传感器接入如图４所
示的电路中，则当二氧化锡传感器所处空间中的一氧化
碳浓度增大时，电压表示数Ｕ 与电流表示数Ｉ发生变
化，其中正确的是（　　）

图４
Ａ．Ｕ 变大，Ｉ变大　　　　　Ｂ．Ｕ 变小，Ｉ变小
Ｃ．Ｕ 变小，Ｉ变大 Ｄ．Ｕ 变大，Ｉ变小

［思路分析］
考查对电路中电流、电压、电阻的理解。并理解电路

中电阻的变化，电阻对电流的影响。
［解答］












Ａ

［题后反思］
首先判断电阻的变化，然后电压表视为开路，判断电

流与电阻的关系，最后电流表视为通路，判断电阻两端电
压的变化。

［变式训练］
（２０１１·金华市）酒精测试仪可检测驾驶员是否酒后开

车，如图５所示是它的原理图，酒精气体传感器的电阻随
酒精气体浓度的增大而减小，如果测试到酒精气体的浓度

越大，那么 （Ｃ ）

图５

Ａ．传感器的电阻越大

Ｂ．通过传感器的电流越小

Ｃ．电压表的示数越大

Ｄ．
























































传感器两端的电压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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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电流表、电压表使用，滑动变阻器、
欧姆定律、控制变量法

［例２］（２０１１·广州市）某同学将完好仪器连接成如图６所

示的电路 （其中滑动变阻器的连线没有画出），用来探

究电阻上的电流跟两端电压的关系。

图６
（１）合上开关进行实验时发现，无论怎样移动滑片Ｐ，

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都不为零，但始终没有变

化。则该同学把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方式可能

是　　 （填写代号）

Ａ．Ｇ与Ｃ相连，Ｆ与Ｈ 相连

Ｂ．Ｇ与Ｃ相连，Ｄ与Ｈ 相连

Ｃ．Ｇ与Ｅ 相连，Ｆ与Ｈ 相连

Ｄ．Ｇ与Ｅ 相连，Ｄ与Ｈ 相连
（２）该同学发现了 （１）中的问题并作了改正。请用笔

画线代替导线把滑动变阻器正确接入电路中，要

求：滑片Ｐ向右移动时电流表示数逐渐增大。
（３）实验测得的数据如下表所示。根据这些数据在坐标

图７中描点并作出Ｕ－Ｉ图线。

Ｕ／Ｖ　Ｉ／Ａ

０．５　 ０．１

１．０　 ０．２

１．５　 ０．３

２．０　 ０．４

２．５　 ０．５

　

　　　　　　图７
［思路分析］

考查控制变量法、欧姆定律和滑动变阻器的作用。电

流同时受电压电阻的影响，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关系时，

要控制变量。

［解答］

（１）Ｂ或Ｃ　 （２）如图８所示：　 （３）如图９所示：

图８

图












９

［题后反思］

控制变量法在科学探究中是最常用方法之一，分析时

就首先明确电流与哪些因素有关，以及用什么方法来控制

变量。

图１０

［变式训练］

如图１０所示，闭合开关 Ｓ，

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向左移动时，

电流表示数将　不变　。电压表
示数将　不变　 （选填 “变大”

“不变”或 “变小”）。

考点三　欧姆定律、变阻器、图像识别

［例３］（２０１１·南昌市）关于测量定值电阻阻值的实验。

【方案一】运用电压表 （无电流表），一个阻值为Ｒ０ 的

固定电阻，测量定值电阻阻值。

器材：一只电压表，一个阻值为Ｒ０ 的固定电阻、电源、

开关和导线若干。

实验步骤：

步骤一、请你在图１１的虚线框中画出实验时所需的电

路图，并连接电路






















；

图１１
步骤二、将电压表　　　　在Ｒｘ 两端，闭合开关，读

出电压表的示数Ｕｘ；

步骤三、将电压表　　　　在Ｒ０ 两端，闭合开关，读

出电压表的示数Ｕ０；

步骤四、根据你设计的电路的特点和实验所测得的物理

量，写出Ｒｘ 的表达式　　　　 （用符号表示）。

【方案二】运用一只电压表 （无电流表），一个已知最大

阻值的滑动变阻器，测量定值电阻阻值。

器材：一只电压表、一个已知最大阻值的滑动变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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