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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对近年中考物理难题、压轴题深入细致的研究，寻找突破中考难题、压轴题的方法，有效地指导
考生备考复习，培养考生理性的、逻辑的思维方式，掌握中考应试方法和答题技巧．另外，精选了部分名校自主
招生试题，为优等生冲刺自主招生考试架设桥梁．本书通过思路点拨指出解题思路，排除考生答题中可能遇到
的思维障碍；通过方法导析，总结解题方法，注意思维方法的拓展；通过相关难题、压轴题精练，促使考生转换
陈旧的思维方式，拥有严谨、灵活的思维品质，提升综合的发散思维能力．本书还介绍了中考物理各种题型的
突破方法，全面追寻中考命题思路，指明中考应试策略．

本书设置如下板块： 难点分析、难题和压轴题全解、难点突破方法总结、难题和压轴题精练、中考物理各种
题型的突破方法、初中物理解题方法索引等，满足尖子生攻坚克难、拓宽拔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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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声　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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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声　光现象

本专题重点知识有：决定音调和响度的因素，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折射规律，凸透镜

成像规律．实验探究重点放在平面镜成像规律和凸透镜成像规律．

本专题难点有：

１．平面镜成像和凸透镜成像规律的探究实验，是中考必考的内容，也是学生的易

错点．　　

２．在光的反射与折射规律探究中，分析归纳实验数据，得出实验结论是学生的难点．在光

的反射与折射中，反射光线与折射光线（或延长线）必过像点．

３．近几年的中考试题侧重于生活中的声现象与光现象，对学生应用物理知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更多地出现了以声学与光学为主的探究题目．

【例１】　阅读下列声速与气温有关的小短文：
气温影响空气的疏密程度，气温高，空气相对比较稀疏，则声音传播时的速度就大，因

而声速与气温有关，由此产生声音不一定由声源沿直线传播的情况．晴天的中午地表温度

迅速升高，地表附近的气温较上层的气温高，声音在地表附近的传播较上层快，于是在地面

上的声源发出的声音向四周传播时是向上拐弯的．那么试探究下列两种情景下声音的传播

情况：

（１）赤日炎炎，穿越新疆罗布泊的沙漠或戈壁滩时，即使相距不太远的人也很难听清楚对

方的大声喊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声音传播时会向什么方向拐弯？原因是什么？

（２）我国古代诗人张继在《枫桥夜泊》中写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它说

的是：在清冷的深夜，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因传播的途径会向下方向拐弯而传到几里外的

枫桥边，其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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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点拨
（１）声音传播时会向上拐弯．因为地表附近的气温较上层的气温高，声音在空气中

传播时会沿着温度低的路径，所以人的说话声会拐向高空，其结果就是相距不太远的人

也听不清对方的喊叫声了．

（２）深夜空气温度较地表温度高，即寺内温度高而枫桥河畔的温度较低．由于声音

在空气中传播时会沿着温度低的路径，所以寺内的钟声会偏向地表，沿地表传向数里外

的枫桥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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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导析
解答此题时要灵活运用物理知识解释试题中出现的问题，能从题目读取相关的信

息，找准关键词，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现象．

【例２】　如图１ １所示是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的情景：竖立的薄透明玻璃板下方放
一张白纸，再准备犃，犅两支大小、外形完全一样的蜡烛，然后把点燃的蜡烛犃立在玻璃板前，

又把蜡烛犅放在玻璃板后面，以犃蜡烛为成像物体．

图１ １

（１）该实验选择两个相同的蜡烛犃和犅，是为了比较像与物

的　　　　关系．

（２）该实验采用透明薄玻璃板代替日常使用的平面镜，能在

观察到犃 蜡烛像的同时，也能观察到　　　　　　，从而确定

　　　　，此时成像的清晰度比日常使用的平面镜　　　　（选填

“好一些”或“差一些”）．

（３）将蜡烛犅在玻璃板后的纸面上来回移动，发现无法让它

与蜡烛犃的像完全重合，你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　　　　．

（４）解决以上问题后，蜡烛犅与蜡烛犃的像能够完全重合，此时若将蜡烛犃靠近玻璃板

时，则像将　　　　（选填“靠近”或“远离”）玻璃板移动，像的大小　　　　（选填“变大”、“变

小”或“不变”）．

（５）实验中，当蜡烛犅与蜡烛犃的像完全重合时，撤去蜡烛犅，并在原蜡烛犅的位置放一

图１ ２

与玻璃板平行的光屏，则光屏上　　　　（选填“能”或“不能”）显示

蜡烛犃的像，说明物体通过平面镜所成的像是　　　　像．

（６）如图１ ２所示是某实验小组的同学经过三次实验后，在白

纸上记录的像与物对应点的位置．他们接着连接像与物的对应点，判

断连线与镜面是否　　　　，再分别测量　　　　的距离，判断像与

物是否关于平面镜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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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点拨
理解并记住平面镜成像的特点，从实验中认识规律，注意物理学中等效替代法的使

用，等效替代法是在保证某种效果（特性和关系）相同的前提下，将实际的、复杂的物理问

题和物理过程转化为等效的、简单的、易于研究的物理问题和物理过程来研究和处理问

题的方法．

【【答案】】　（１）大小；（２）蜡烛犅，犃蜡烛像的位置，差一些；（３）玻璃板没有竖直放置；
（４）靠近，不变；（５）不能，虚；（６）垂直，对应的两点到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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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导析
平时经常强调的地方往往是中考经常涉及的地方，要求深入理解，熟练掌握．进行物

理实验时，要根据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分析实验不成功的原因，并进行改进．这是试题的

走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专题一　声　光现象

３　　　　

【例３】　某兴趣小组做“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的实验．
（１）如图１ ３所示，将蜡烛、凸透镜和光屏依次放在水平桌面上，点燃蜡烛后，调节烛焰、

凸透镜和光屏，使它们的中心位于　　　　，其目的是使像成在　　　　　　．

图１ ３

（２）小明将蜡烛由距透镜９０ｃｍ处移至距透镜

１２０ｃｍ处的过程中，在光屏上所成的像与透镜间的距

离均约为５ｃｍ．透镜的焦距约为　　　　ｃｍ，判断的依

据是　　　　　　．

（３）小虎将蜡烛、凸透镜和光屏调到如图所示位置

时，在光屏上得到一个清晰的像，这个像一定是　　　　　　（填“放大”、“缩小”或“等大”）的．

（４）小红将蜡烛和透镜固定，无论怎样移动光屏，都不能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原因可

能是　　　　　　　　　　　　（回答一个）．

（５）把图中的凸透镜看做眼睛的晶状体，光屏看做视网膜．给“眼睛”戴上远视眼镜，使烛

焰在“视网膜”上成一清晰的像．若取下远视眼镜，为使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应将光屏

　　　　（选填“远离”或“靠近”）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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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点拨
对凸透镜成像的探究，在调节实验器材时，使三物体的中心在同一高度，这样成像在

光屏的中央，物远、像近、像变小，当物距很大时，像距非常靠近焦点．从成像图中看出，物

距小于像距，得到的是倒立、放大的实像．当光屏上得不到像时，从不成像、成虚像、成实

像但由于光具座不够长接收不到等方面去考虑．

【【答案】】　（１）同一高度，光屏的中央；（２）５，当物体到凸透镜的距离远远大于２倍焦距时，
像距稍大于焦距；（３）放大；（４）物体放在焦点上（或物距小于焦距，或物距稍大于焦距，成像

在很远处）；（５）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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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导析
要解决此题应从实验器材的安装上考虑：若凸透镜成实像，器材安装必须能保证呈

现在光屏上；其次要考虑物距、焦距关系，保证成实像，才能成像在光屏上．凸透镜成像的

规律：狌＞２犳，成倒立缩小的实像，应用的是照相机和凸透镜成实像时“物远像近像变

小”，来分析解答本题．

【例４】　运动会的百米赛跑，终点计时员应选择如下的哪种方式开始计时（　　）．
　Ａ．听到枪声时 Ｂ．听到发令员的哨声时

Ｃ．看到运动员起跑时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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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发令枪冒烟时

思路点拨
在百米赛跑中，计时有电子计时和人工计时两种方式．人工计时的误差较大，人工计

时误差的主要来源：一是发出起跑发令信号到计时员感知接收到信号有时间差；二是计

时员接收到信号后，手指按下计时器有反应时间．

若不考虑人按下计时器的反应时间，则比赛记录的成绩（秒表上记录时间）与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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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的真实时间的误差，主要就是“信号发出到接收到这个信号”的误差———即信号传递

到计时员处的时间．

比赛时，常用发令枪，发令枪发令时，有两个信号同时发出：一是冒出白烟，二是发

出枪声．计时员接收到这两个信号（看到“冒白烟”、听到“枪声”）不是同时的．“冒白烟”信

号以光速传到计时员眼里，“枪声”信号以声速传递到计时员耳中．所以“冒白烟”信号传

到计时员处的时间短，“枪声”信号传到计时员处的时间长．

【【答案】】　Ｄ

拓展延伸
（１）本题可以计算出“看到冒白烟”和“听到枪声”两种计时方法的时间差．因为“冒

白烟”信号以光速传递到计时员处，１００ｍ所需时间可忽略不计．“枪声”以声速传递，

１００ｍ所需时间狋声 ＝
狊
狏声
＝
１００ｍ
３４０ｍ／ｓ

＝０．２９ｓ．所以如果计时员听到枪声开始计时，则他

记录的时间比“看到冒白烟”开始计时，记录的时间少０．２９ｓ，正确的时间应加上

“０．２９ｓ”．

（２）与此现象类似的有“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声”、“先看到远处的人击鼓的动作，

后听到击鼓的声音”．其实“看到的现象”与“听到的声音”是同时发生的．如果能把看到现

象与听到声音的时间差Δ狋测出来，就可以估算出“接收人”与“现象发生地点”之间的距

离狊，狊＝狏声·Δ狋．

【例５】　火车进入隧道前要鸣笛，若火车速度为８０ｋｍ／ｈ，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为
３４０ｍ／ｓ，司机鸣笛后２ｓ听见来自隧道口处山崖反射回的回声，则鸣笛时火车距隧道口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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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４

思路点拨
如图１ ４所示，设司机在犃点鸣笛后继续前进

２ｓ，在犆点听见回声，在这２ｓ内火车前进的路程为

狊１，声音传播的路程（如图中虚线所示）为２狊２＋狊１．依题

意狊１＝狏车·狋＝２２．２ｍ／ｓ×２ｓ＝４４．４ｍ．

因为２狊２＋狊１＝狏声狋，所以

狊２＝
狏声狋－狊１
２

＝
３４０ｍ／ｓ×２ｓ－４４．４ｍ

２
＝３１７．８ｍ．

鸣笛时火车距隧道口　狊＝狊１＋狊２＝４４．４ｍ＋３１７．８ｍ＝３６２．２ｍ

【【答案】】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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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导析
根据题意画出声音行程示意图，可帮助我们分析理解声音传播距离与物体运动距离

之间的关系，使解题更加简捷．作图时应注意，产生回声时声音要自障碍物处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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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６】　小明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中，用装有６个发光二极管的有方格的白纸
板做发光物体，如图１ ５所示．又用这种有同样大小方格的白纸板做光屏．将发光物体、凸透

镜和光屏组装到光具座上并调整好．

（１）当发光物体在犪点时，如图１ ５乙所示，在光屏上成的像如图１ ５丙所示．则光屏上

的像是倒立、　　　　的实像．将发光物体由犪点移动到犫点，要想找到像的位置，应移动光

屏，直到　　　　为止．

图１ ５

（２）用这种发光物体和光屏做实验，最主要的一条优点是：　　　　．

（３）如图１ ６所示，当发光物体在犪点时，物与像之间的距离为犛１，当发光物体在犫点

时，物与像之间的距离为犛２，则犛１　　　　犛２．（选填“＞”、“＝”或“＜”）

图１ ６

（４）小明探究完凸透镜成像规律后，接着又做了一个观察实验．他把光屏取下来，把发光物

体放在凸透镜左侧，从凸透镜右侧沿主光轴向凸透镜方向观察，如图１ ６所示．当眼睛离凸透镜

较远时看到了发光物体的倒立的像，离凸透镜较近时就看不到这个像了，请分析并说明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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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点拨
（１）根据像在方格纸上所占格子的多少来比较像与物的大小关系，要得到像的位

置，必须调节光屏使像最清晰为止．

（２）将发光二极管与烛焰比较，找出其优点．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更大，更容易观察其

像，同时其形状规则，利用方格纸更容易比较像与物的大小．

（３）根据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知道物体成倒立缩小的实像时，物距大于２倍焦距，而

像距在１倍焦距和２倍焦距之间；且物距增大时，像距无限靠近１倍焦距．

（４）根据实像的概念，实像是实际光线会聚成的，要知道在像点之前光线还未会聚

成像．

【【答案】】　（１）缩小，光屏上的像清晰；（２）便于比较像与物的大小；（３）＜；（４）因为看到
的像是倒立的，所以说是实像，成像点在凸透镜的右侧；发光物体发出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

是会聚的，经过成像点后是发散的，所以眼睛必须在成像点以外的光线发散区域才能看到这

个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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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导析
这是一个有一定创新性的装置，利用这一装置更容易比较像与物体的大小、倒正的

关系．在物距和像距同时变化的过程中，当物距变远时，像距会变近，而且像会变小，即

“物远、像近、像变小”．根据这一规律可轻松判断像的变化情况．关键要熟练掌握成像特点

与物距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掌握像距与物距的关系．在学习过程中，要善于寻找规律．

图１ ７

※【例７】　已知鱼缸里只有一条金鱼，某同学从鱼缸的一角
（∠犆的角平分线方向）观察，却看到了如图１ ７所示的景象．

（１）为了方便说明产生上述景象的原因，请你针对如图抽象

出便于解决问题的物理模型（用图表示）．

（２）金鱼的实际位置大约是在犃处、犅处或是在∠犆的角平

分线上？

（３）利用你所抽象出的物理模型，用简单的光路图说明上述

景象的成因（可用文字加以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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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８

图１ ９

思路点拨
（１）鱼缸是方形的，在鱼缸的侧方水平看，当眼睛从鱼缸一角的棱边沿角平分线方

向附近一定范围内看去，有时在鱼缸两侧面内能看到两条金鱼．某同学从鱼缸的一角

（∠犆的角平分线方向）观察，却看到了两条金鱼，为了方便说

明产生上述景象的原因，抽象出便于解决问题的物理模型，如图

１ ８所示．

（２）大致在角犆的平分线上，两个像都是折射的虚像，根

据光从光疏物质传播到光密物质时，折射光线偏向法线来解

答．当金鱼位于鱼缸两玻璃侧面夹角平分线附近一定范围内

时，光从水分别通过两玻璃侧面进入空气，发生光的折射，根

据光从光疏物质传播到光密物质时，折射光线偏向法线，分别

成像，这两个像分别向两侧面靠近，而通过两个侧面的折射光线都能进入人眼，如图１ ９

所示．这时就会看到两条金鱼，由图可知，金鱼的实际位置大约是在∠犆的角平分线上．

（３）根据光在空气中和在水中的折射率不同，结合光

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解答．一个是经水面折射成虚

像；一个是经侧壁折射成虚像．由于空气和水的折射率不

一样，所以可以看到两个图像，光的传播虽然不一定需要

介质，但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不同，如真空中光速为

２９９７９２４５８ｍ／ｓ，但在空气中，速度为真空中的
４
５
；在水

中，为真空中的３
４
；在玻璃中，速度为真空中的２

３
．因为不

同介质中光速不同，所以光经过两种介质的交界面时其传播的路径会发生改变，即产生

折射．折射的强弱与不同条件下的折射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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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导析
此题主要考查光的折射现象及其应用，但是难度很大，对学生的要求较高．学生要解

答此类题一定要掌握光的折射定律，并具备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和数学作图能力．

１．要解决凸透镜成像类题目，需要掌握凸透镜成像的规律，（１）当狌＞２犳时，成倒立、缩

小的实像．当狌＝２犳时，成倒立、等大的实像．当犳＜狌＜２犳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当狌＜犳

时，成正立、放大的虚像．认识物距的变化情况和像距的变化情况．根据它们的变化情况得出结

论．同时要善于总结，找出实像和虚像的分界点、放大实像和缩小实像的分界点，以及成像特

点、像距和物距的关系．成实像时：物像异侧，物距变大，像距变小，像变小．若物距减小，像距

增大，则像变大．

２．要解决近视眼和远视眼问题，应了解眼睛的视物原理和矫正方法．对于平面镜的探究

问题，应记得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正立、等大、虚像、上下不变、左右交换．

３．应该记住光的反射、折射规律，对各种光学原理要基本理解，要会运用光路具有可

逆性．

４．要解决光学中的探究问题，应该知道探究过程有：提出问题的能力，猜想与假设能力，

选择研究方法的能力，分析和推理问题的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以及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实际应

用能力．

１．小明在家中听音响时，忽然想到课本上说声音能使空气形成疏密相间的波动并以此将

声音传到远方．小明想：“声音的这种波动我为什么看不见？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小明想

图１ １０

了一会儿，起身找来一个小碟、一段铁丝和一勺洗衣粉．小明将

洗衣粉倒入碟子中，加水溶解；然后将铁丝弯成一个带把的铁

圈，将铁圈放在水中，使铁圈附上一层薄膜．小明将铁圈放在音

响的喇叭前，打开音箱．这时，他发现，薄膜随着声音不断地在发

生变化，如图１ １０所示．（１）小明通过实验得出了什么结论？

　

；

（２）小明的研究大致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探究过程？

　；

（３）小明在实验的过程中成功运用了什么物理学的探究方法？ 　．

２．阅读文字材料，完成后面的问题：

透镜的焦距犳的长短标志着折光本领的大小，焦距越短，折光本领越大．通常把透镜焦距

的倒数叫做透镜的焦度，用Φ表示，即Φ＝
１
犳
．如果某透镜的焦距是０．５ｍ，它的焦度就是：

Φ＝
１

０．５ｍ
＝２ｍ－

１．平时说的眼镜片的度数，就是镜片的透镜焦度乘１００的值．例如，４００度

远视镜片的透镜角度是４ｍ－１，它的焦距是０．２５ｍ．注意：凸透镜（远视镜片）的度数是正数，

凹透镜（近视镜片）的度数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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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１

（１）图１ １１是小明的眼睛看物体时的成像情况，则他的眼

病及需要用来矫正的透镜分别是（　　）．

Ａ．近视　凸透镜 Ｂ．近视　凹透镜

Ｃ．远视　凸透镜 Ｄ．远视　凹透镜

（２）若他所戴眼镜镜片的焦距为０．２ｍ，则该镜片的焦度为

　　　　ｍ
－１，度数为　　　　度．

３．用“易拉罐”做小孔成像实验，实验装置如图１ １２甲所示．

图１ １２

（１）请在甲图中的半透明纸上画出蜡烛犃犅的像犃′犅′．

（２）该同学发现蜡烛和小孔的位置固定后，像离小孔越远，像就越大，他测出了不同距离

时的像的高度（见下表）．请根据表中的数据，在图１ １２乙的坐标中画出犺与狊的关系图像．

（３）从图像中看出犺与狊是什么关系：　　　　．

像到小孔的

距离狊／ｃｍ
２．０ ３．６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４ １４．０

像的高度犺／ｃｍ １．０ ２．２ ３．０ ４．０ ５．０ ５．８ ７．０

图１ １３

　　４．在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时：

（１）小明发现所用的凸透镜没有标明焦距，于是他让阳

光平行于主光轴照射在凸透镜上，在透镜另一侧犉点得到一

个最小的亮点，如图１ １３所示．试作出这一过程的光路图．

（２）请用刻度尺量出凸透镜的焦距：犳＝　　　　ｃｍ．

（３）小明将该凸透镜放在光具座上进行实验，蜡烛、凸透

镜、光屏在光具座上的位置如图１ １４所示，其中明显还需要调整的是　　　　　　．调整后，

图１ １４

在光屏上恰好得到一个清晰的蜡烛的像，请你详尽地描

述这个像的特点：　　　　　　　　　．

（４）此时，小明把自己的近视眼镜放在蜡烛和凸透

镜之间且靠近凸透镜的位置，结果光屏上原来清晰的像

变模糊了，若不改变蜡烛和凸透镜的位置，应将光屏向

凸透镜的方向　　　　（填“远离”或“靠近”），才能使蜡

烛的像变清晰．此实验说明近视眼配戴合适的近视眼镜能矫正视力的原因是　　　　．

５．小华用铁丝绕成一个内径约４ｍｍ的圆环，将圆环在清水中浸一下后取出，形成一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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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图１ １５

“水透镜”．

（１）通过“水透镜”看到的字如图１ １５所示，此时“水透镜”是一

个　　　　透镜，将这个“水透镜”再向字靠近一点，看到的像会

　　　　（填“变大”或“变小”）．

（２）小明猜想“水透镜”的焦距与水的质量有关，为此他用牙签在

“水透镜”上轻轻取走一点水，再次观察，比较前后两次所成像的大小．观察时他应该注意控制

“水透镜”到字的　　　　不变．

（３）小芳用另一只内径不同的圆环制作“水透镜”，看到了倒立、缩小的像，请针对这一现

象，提出一个新的探究问题：　　　　　　　　　　　　　　．

※６．王伟同学研究了均匀拉紧的琴弦发声频率与弦长的关系，并记录了实测的数据（如

下表所示）．请你根据记录表中的有关数据，分析并估算出他有意留出的空格中应该填写的数

据（要求写出估算的过程）．

音　名 中央Ｃ１ Ｄ２ Ｅ３ Ｆ４ Ｇ５ Ａ６ Ｂ７ Ｃ８

唱名（Ｃ调） Ｄｏ Ｒｅ Ｍｉ Ｆａ Ｓｏｌ Ｌａ Ｓｉ Ｄｏ′

频率／Ｈｚ ２６４ ２９７ ３３０ ３５２ ３９６ ４４０ ① ５２８

弦长 犾
８
９
犾

４
５
犾

３
４
犾

２
３
犾 ②

８
１５
犾

１
２
犾

　　

７．照相时，选择不同的“光圈”以控制镜头的进光面积；选择不同的快门速度，以控制镜头

的进光时间．两者结合的目的是使底片受到的光照能量保持一定，光照能量过大或过小都不能

得到好的照片．下面的表格是某种情况下光圈与快门的几种正确组合．在“快门”一行中，“１５”

表示快门打开的时间是１
１５
ｓ，依此类推；在“光圈”一行中，“１６”表示镜头透光部分的直径等于镜

头焦距的１
１６
，依此类推．计算光圈一行的最后一格应填的数字．

光　圈 １６ １１ ８ ５．６ ４ ２．８

快　门 １５ ３０ ６０ １２５ ２５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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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热学　能量

本专题重点知识有：温度计的使用；六种物态变化；影响内能大小的因素；公式犙吸 ＝

犮犿Δ狋，犙放 ＝犿狇（犙＝犞狇），η犙放 ＝犙吸 进行热量计算；内燃机的工作过程及能量的转化．

本专题难点有：

１．本专题的两个探究实验：晶体的熔化和水的沸腾．考题主要让学生回忆实验中出现的

问题，学生应抓住气泡为什么这样变化，怎样节省能源，温度计的读数，怎样利用数学知识来描

绘图像等问题．

２．本专题的重要计算公式：犙吸 ＝犮犿Δ狋，犙放 ＝犿狇（犙放 ＝犞狇）、热平衡方程η犙放 ＝犙吸，

学生运用时难理解：Δ狋是指升高的温度或者是降低的温度；解题时易忘记在一标准大气压下

水沸腾的温度１００℃；η放在哪边等，要仔细审题．

３．热学知识是中考命题的重要考点，涉及的知识较多，加上本专题内容和生活实际联系

比较密切，试题中出现较多联系生活实际、社会热点、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图２ １

【例１】　如图２ １所示是一个水循环的模拟装置．加热烧
瓶内水（烧瓶里的水当作地球表面的水源）使有充足的水蒸气不

断从弯管出来，进入金属盘（金属盘当做高空的冷空气）和放在

桌面的托盘（当做地面）之间，水蒸气在金属盘底凝结成水并降

落到托盘内．

（１）请写出上文所反映的两种物态变化：　　　　、　　　　．

（２）若要使落入托盘内的水滴更多一些，可采取的措施有：

　　　　（写出一条即可）．

（３）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节约用水应从我做起，

请你写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节约用水措施：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思路点拨
（１）烧瓶中的水汽化成水蒸气上升，水蒸气遇到冷金属盘就会液化形成小水滴；

（２）若要使落入托盘内的水滴更多一些，就应该让金属盘的温度更低，所以可以在

上面加冰块；

（３）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培养学生的节水意识，我们应该做到随手关水，

一水多用，比如洗菜的水可以浇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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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方法导析
学生应仔细阅读所给的材料，从题目中找出关键字，并在试卷中画出，像题中“水蒸

气”凝结成“水”，再根据物态变化的定义来确定．

【例２】　中考来临，考生除了及时调整好心理，饮食得当也很重要．人体在新陈代谢过程
中，食物通过体内的“缓慢燃烧”，将储存的化学能转化为人体所需要的能量，因此，我们可以将

食物看成是一种燃料．实验初中第二课堂活动小组想通过“燃烧法”比较单位质量食物所含能

量的多少，他们选取干燥的花生和薯片作为实验材料，并设计了如下两组相同的实验装置，他

图２ ２

们在空易拉罐顶部的中央，剪一个比锥形瓶口略大的圆孔，圆孔周围及罐底

四周剪若干个孔洞，以便通风，取两只锥形瓶注入相等质量的水放入易拉罐

中，点燃食物，迅速将刚刚燃烧的食物放入锥形瓶底部，如图２ ２所示．

（１）小龙同学看了实验装置图，发现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器材，你认为缺

少的器材是　　　　．

（２）为了比较食物燃烧时放出的热量，对所取的两种食物应保证

　　　　相等．本实验是通过测量　　　　来间接比较食物燃烧放出的

热量．

（３）小组实验时发现食物很难点燃，于是同学们将干燥的食物碾碎，并

将食物与助燃剂酒精充分混合后燃烧．为了不影响实验结果，对两种食物加入的酒精应满

足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思路点拨
（１）如图２ ２所示，要通过水升高温度的多少来体现燃料热值的大小，则必须测量

水的温度，所以实验中缺少测量温度的温度计；

（２）为了比较食物燃烧时放出的热量，对所取的两种食物应保证质量相等．本实验

是通过测量水升高的温度来间接比较食物燃烧放出的热量；

（３）小组实验时发现食物很难点燃，于是同学们将干燥的食物碾碎，并将食物与助燃

剂酒精充分混合后燃烧．为了不影响实验结果，对两种食物加入的酒精应满足质量相等．

【【答案】】　（１）温度计；（２）质量，水升高的温度；（３）质量相等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方法导析
题中燃料的热值无法直接测量．要解决此问题：学生通过转换的方法来比较水升高

的温度的高低来体现热值的大小，由于水温的升高与吸收热量的多少以及水的质量有

关，所以要控制不同燃料的质量和水的质量相同．

【例３】　某物理小组的同学研究水的沸腾．从点燃酒精灯加热开始计时，当液体中有气泡
上升时，每隔１ｍｉｎ记录水的温度如下表所示：

时间／ｍｉｎ …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

温度／℃ …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８ ９８ ９５ ９８ ９８ 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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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

　　（１）某小组观察到沸腾前和沸腾时水中气泡上升过程中的

两种情况，如图２ ３甲、乙所示，则图中　　　　是水沸腾时的

情况．

（２）从记录的数据看出，在某一次观察记录中明显错误的数

据是第　　　　分钟时的数据．

（３）从记录数据可得出的结论是：此时水的沸腾的温度为

　　　　　℃，水在沸腾过程中温度　　　　（选填“升高”、“不

变”或“降低”）．

（４）在如图２ ４所示中以时间为横轴，以温度为纵轴，根据表格中的数据作出水的沸腾

图像．

图２ ４
　　　

图２ ５

（５）在这次实验中，发现从开始加热到沸腾的这段时间过长．为了缩短实验的时间，可以

采取的措施是　　　　．

（６）如图２ ５所示的是体温计和寒暑表的一部分，其中　　　　图是体温计，根据观察，

得到乙温度计的示数为　　　　℃．

物　质 熔点／℃ 沸点／℃

水银 －３８．８ ３５７

酒精 －１１７ ７８．５

水 ０ １００

图２ ６

（７）如图２ ６所示表格是几种物质的沸点和熔点．南

极的最低温度为－８８．３℃．应选用　　　　温度计来测量南

极气温．

（８）家用电饭锅的设计是：当锅内的温度达到１０３℃

时，就会自动切断电源或者转为保温状态．如果我们用电饭

锅煮粥或煮汤（未干前），它会自动切断电源或者转为保温状

态吗？为什么？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

思路点拨
水沸腾前温度不断升高，气泡上升时不断变小；水沸腾时吸收热量，温度保持不变，

气泡上升时不断增大．

图２ ３甲所示是沸腾时的现象，图乙所示是沸腾前的现象．不变的温度就是这种液

体的沸点，沸点是９８℃，达到９８℃温度应该保持不变，所以第１７分钟是错误的．故答案

为（１）甲；（２）１７；（３）９８，不变；（４）液体沸腾的图像，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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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图２ ７

如图２ ７所示；（５）液体从加热到沸腾需要的时

间的长短与很多因素有关：水量的多少、水温的高

低、火力的大小、是用酒精灯的外焰还是内焰加热

等，发现从开始加热到沸腾的这段时间过长．故为

了缩短实验的时间，可以采取的措施是：减少水

量；（６）人体体温发生微小的变化，可能身体会感

到不舒服，所以体温计的分度值比较小，是０．１℃，

所以图２ ５甲所示是体温计．读取温度时，首先找

到０℃，液柱远离０℃，是零上，液柱接近０℃，是零

下，由此可以推断是零下．一大格是１０℃，一小格

是１℃，从绝对值小的向绝对值大的读数，所以温度是－５℃；（７）对于液体温度计，被测

的温度应该在工作物质的凝固点和沸点之间，－８８．３℃在酒精的凝固点和沸点之间，所

以采用酒精温度计；（８）煮饭时水的温度不会超过１００℃，不会达到１０３℃，所以它不会

自动切断电源或者转为保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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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导析
水的沸腾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做好此类题要求学生在观察物理实验时，及时

发现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学生应抓住气泡的变化情况、节省加热时间的方法、温度计的

读数、描绘图像等，认真思考，不要放过实验中遇到的任何问题．

图２ ８

【例４】　如图２ ８所示看漫画读信息回答问题．茶

叶要在避光、干燥的条件下储存，常温下保质为１８个月，

为延长保质期，储存少量茶叶的方法是：将茶叶包好后放

入冰箱中，用低温方法储存，问：

（１）请解释图中小红提出的问题？

（２）夏天，把茶叶从冰箱中取出来后，能否马上打开

茶叶的包装，为什么？

（３）小红把茶叶给爷爷，爷爷拿出陶壶冲茶，并告诉

她夏天用陶壶冲茶凉得快，小红有点疑惑，并马上想到一

个探究课题，想亲自探究一下，你能帮她完成下面的探究报告吗？

课题： 　，

猜想： 　．

实验方案：

① 器材： 　，

② 步骤： 　．

实验数据表格：如果实验得出的结论与你的猜想一致，你将发现的现象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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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点拨
（１）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较冷的茶叶包装时，由气态变成液态，发生液化现象；

（２）马上打开茶叶包装，茶叶是冷的，空气中的水蒸气会液化在茶叶上，使茶叶受

潮，影响茶叶质量；

（３）这是一道开放题，可以从不同材料的茶壶的导热性能好坏方面提出问题进行探

究，如“导热性与材料是否有关”，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进行猜想，可以选择陶壶和瓷壶，

装有等质量初温相同的热水，隔相同的时间后，用温度计测量各自的水温，温度高的说明

壶的导热性能差，温度低的导热性能好．

【【答案】】　（１）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在茶叶的包装上；（２）不能；因为茶叶从冰箱刚取
出时，温度较低，这时空气中的水蒸气会遇到茶叶液化，使茶叶发潮．

（３）参考答案：

探究课题：物体的传热性能与材料的关系．

猜想：有关．

实验方案：① 器材：陶壶、瓷壶、温度计、热水．

② 步骤：在陶壶和瓷壶中装入质量相等、初温相同的热水，把盖子盖好，５分钟后测量每

个壶中的水温．

表格：

５ｍｉｎ后温度／℃

陶　壶

瓷　壶

　　现象：瓷壶中的水比陶壶中的水温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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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导析
对物态变化类考题，学生要对物态变化的定义掌握透彻，抓住题中的关键字，如本题

中“水蒸气”、“较冷”、“汗”对应液化的定义．从而知道发生了液化．解答开放题应围绕所

给的物理情境展开，提出相应的课题．

【例５】　阅读下列短文，完成文后问题．
大厅里的雪花

１７７９年，一个寒冷的夜晚，俄国首都彼得堡市中心的一个大厅里灯火辉煌，六千支燃烧着的

巨型蜡烛，把厅里的舞会气氛烘托得热气腾腾．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夫人、小姐、名流雅士拥满大

厅，翩翩起舞，有的人还在冒着汗水．正在大家跳得如痴如狂的时候．一位小姐突然晕倒，旁边的

人不知所措．有人喊道：“快打开窗户．”打开窗户后，刺骨的寒风涌入大厅，突然出现了奇怪的现

象：大厅里竟然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落在人们的头发和衣服上．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面面

相觑．就在这时，一位先生迅速把这位小姐搀扶到大门口，并把发生的现象向大家作了科学解释．

请回答下列问题：

（１）大厅里出现雪花的原因是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