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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考知识温故

第一部分　中考知识温故

考点训练一　声现象

　　一、声音的产生及传播
１．声音是由于发声体的　　　　产生的．一切发声的

物体都在　　　　．固体、液体、气体都可以发声，　　　　
停止，发声也停止．
２．声音的传播
（１）声音的传播需要　　　　，一切固体、液体和气体

都可以作为　　　　，声音在介质中以　　　　的形式
传播．

（２）在１５℃的空气中，声音的传播速度是　　　　ｍ／ｓ．
（３）　　　　　　　　不能传声．
３．回声现象
（１）回声是指声源发出的声音在传播过程中碰到障碍

物改变　　　　　　　　，又反向传播回声源处的现象．
（２）人耳若能把回声和原声区分开，两个声音的最小时

间间隔为０．１ｓ，因此人与障碍物的距离至少为　　　　ｍ
（假如空气的温度为１５℃）．

（３）如果回声与原声的时间间隔不到０．１ｓ，人耳就不
能区别回声与原声，人会感觉自己的声音特别洪亮．
４．小丽同学所在的课外科技活动小组通过网络了解

到“声音在几种介质中传播的速度”，并列出表格如下：
一些介质中的声速ｖ／（ｍ·ｓ－１）

空气（０℃） ３３１ 冰 ３　２３０

空气（１５℃） ３４０ 铜 ３　７５０

煤油（２５℃） １　３２４ 铝 ５　０００

水（２５℃） １　５００ 铁 ５　２００

海水（２５℃） １　５３１

　　根据表格中内容请思考：
（１）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有什么规律？（至少写

出两条）

（２）小丽了解到利用回声可测距离，如何根据表中的
内容测量海底的深度，需要测量哪个物理量？如何计算？

二、声音的特性
１．声音的三个特性是指声音的　　　　、　　　　和

　　　　．
２．音调指声音的　　　　，是由物体振动的　　　　

决定的；响度指声音的　　　　，是由物体振动的　　　　
决定的；音色指声音的　　　　，我们能分辨不同人的声
音，依据的是声音　　　　．
３．下段文字的描述中涉及一些声学知识，阅读后请思

考后面的问题．
“……驻足倾听，隐隐传来‘威风锣鼓’的节奏，渐渐地

鼓声、锣声变得雄壮、喧腾起来，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１）“隐隐传来”说明了什么？

（２）“鼓声、锣声变得雄壮、喧腾起来”是指声音的什么
特性发生了变化？

（３）作者是靠什么区分出鼓声和锣声的？

三、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１．定义：从物理角度讲物体做　　　　振动时发出的

声音叫噪声．从环保角度讲，凡是　　　　人们正常学习、
工作、休息的声音以及对人们要听的声音产生　　　　的
声音都是噪声．
２．噪声强弱的等级：人们用　　　　为单位来表示声

音强弱的等级．为了保护听力，声音的响度不能超过

　　　　分贝．
３．控制噪声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１）防止噪声　　　　———在　　　　处减弱．例如，

给机器加橡皮垫、给噪声源安装消声器等．
（２）阻断噪声的　　　　———在传播　　　　中减

弱．例如，在马路和住宅间设立屏障墙或植树造林等．
（３）防止噪声进入　　　　———在　　　　处减弱．

例如，可以戴上防噪声耳塞，或者在耳孔中塞一小团棉花．
４．假如你是一位城市建设的规划者，你将采取怎样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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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减弱噪声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举例说明）

四、声的利用
１．分类：声分为可听声与不可听声，其中频率低于

　　　　Ｈｚ的声音叫做次声波，频率高于　　　　Ｈｚ的
叫做超声波．
２．利用：声可以传递　　　　，也可以传递　　　　．

Ｂ超诊断疾病说明了声可以传递　　　　，利用超声波去
污说明了声可以传递　　　　．
３．根据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你还能举出哪些关于声的

利用方面的例子？

　　 知识点一：声音的产生及传播

本考点为中考的必考考点，在中考中题型主要是选择
题、填空题、探究题，主要考查的内容是：①声音的产生条
件，根据声音判断发声的物体；②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影
响声音传播速度的大小因素；③真空不能传声．本考点仍
然是２０１２年的中考必考点．

　　　　　　　　　　　　　　　　　　

图１－１

例１ （２０１１·盐城）如图１－１所

示，小华将一只正在发声的音叉触及
面颊 有 震 感．这 个 实 验 是 用 来 探
究（　　）．

Ａ．声音产生的原因
Ｂ．决定音调的因素
Ｃ．声音能否在空气中传播
Ｄ．声音传播是否需要时间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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櫲
櫲

毴

毴毴

毴

　　解析：把正在发声的音叉触及面颊有震感，说明
发声的物体正在振动，说明了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
生的．

有效训练１ （２０１１·呼和浩特）下表列出了相同条

件下不同物质的密度和声音在不同物质中传播的速度．根
据表中提供的信息，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

空气 氧气 铝 铁 铅

物质的密
度（ｋｇ／ｍ３）

１．２９　 １．４３　 ２　７００　７　９００　１１　３００

声音传播的速
度（ｍ／ｓ）

３３０　 ３１６　 ５　１００　５　０００　１　３００

　　Ａ．声音传播的速度随着物质密度的增大而增大

Ｂ．声音传播的速度随着物质密度的增大而减小
Ｃ．声音在金属中传播的速度大于它在气体中传播的

速度
Ｄ．声音在金属中传播的速度小于它在气体中传播的

速度

　　 知识点二：声音的特性

声音的三个特性为中考的常考内容，在中考中题型主
要是选择题、填空题，主要考查：①识别声音的三个特性；

②判断影响三个特性的因素，探究影响音调、响度的因素．
考查这一考点的试题通常与生活实际联系密切．

例２ （２０１１·临沂）在公共场所“轻声”说话是文明的

表现，而在旷野中要“大声”喊叫才能让较远处的人听见．
这里的“轻声”和“大声”是指声音的（　　）．

　　　　　　　　　　　　　　　　　　Ａ．音色 Ｂ．音调
Ｃ．响度 Ｄ．频率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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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轻声是指为了不影响别人，大声是让声音
传得更远，二者都是指声音的大小，即响度，因此Ｃ选
项正确．

图１－２

有效训练２ （２０１１·武

汉）如图１－２所示，将一把钢
尺紧按在桌面上，一端伸出桌
边，拨动钢尺，听它振动发出
的声音．改变钢尺伸出桌边的
长度，再次用力拨动，使钢尺
两次振动的幅度大致相同，听它发出声音的变化．这个实
验用来探究（　　）．

Ａ．声音能否在固体中传播
Ｂ．响度与物体振幅的关系
Ｃ．音调与物体振动频率的关系
Ｄ．音色与发声体的哪些因素有关

　　 知识点三：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噪声是现代社会的四大污染之一，怎样减弱噪声已成
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本知识点是中考的常考内容，在
中考中题型主要是选择题、填空题．该部分内容的考查会
有很强的时代感，随着人们对环保的重视，有关污染的考
题会越来越多，应引起高度重视．

例３ （２０１１·潍坊）噪声污染已经成为危害人们生活

的三大污染之一．控制噪声污染应从防止噪声产生、阻断
噪声传播和防止噪声进入人耳三个方面着手，下图所示事
例中属于阻断噪声传播的是（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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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停止施工是机械停止工作，防止噪声产生；
双层窗的特点是它的内外两层之间形成一个空气层，
主要作用是保温和隔音，是在传播过程中阻断噪声；
禁止鸣笛是防止噪声的产生；耳罩的作用是防止声音
进入人耳．因此Ｂ选项是阻断噪声传播的．

有效训练３ （２０１１·广州）城市里部分道路设计成

如图１－３所示，这种下凹道路在控制噪声方面的作
用是（　　）．

图１－３
Ａ．防止车辆产生噪声
Ｂ．在声源处减弱噪声
Ｃ．在人耳处减弱噪声
Ｄ．在传播过程中减弱噪声

　　 知识点四：声的利用

以选择题、填空题的形式，结合实例考查：①判断声的
应用是属于声传递信息还是属于声传递能量，能运用回声
定位原理进行有关计算；②联系超声波的应用理解超声
波，综合判断声的应用．

例４ （２０１１·绵阳）以下利用了超声波的反射来获取

信息的是（　　）．
Ａ．大象的“声音”交流
Ｂ．蝙蝠的“回声”定位
Ｃ．外科医生对结石病人的“超声”排石
Ｄ．站在天坛中央说话，会感到声音特别洪亮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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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大象的“声音”交流是大象靠发出和接收次
声波实现的，Ａ选项错；对结石病人的“超声”排石是
利用了超声波传递能量，Ｃ选项错；站在天坛中央说
话，感到声音特别洪亮，是由于回声使声音加强，Ｄ选
项错；只有Ｂ选项蝙蝠的回声定位是利用超声波的反
射来获取信息．

有效训练４ （２０１１·广安）某种昆虫靠翅膀的振动

发声．如果这种昆虫的翅膀在２ｓ内振动了６００次，频率
是　　　　Ｈｚ，人类　　　　听到该频率的声音（填“能”
或“不能”）．

１．（２０１１·山西）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只要物体振动，我们就一定能听到声音
Ｂ．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相同
Ｃ．市区内某些路段“禁鸣喇叭”，这是在声音传播过程
中减弱噪声

Ｄ．我们能分辨出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主要根据它们
发声的音色不同

２．（２０１１·天津）如图１－４所示，小明用筷子的一端捆上
棉花蘸水后充当活塞，插入两端开口的塑料管中做成
“哨子”．吹奏乐曲时，用嘴吹管的上端，同时上下推拉活
塞．推拉活塞主要是为了改变乐音的（　　）．

图１－４
Ａ．音调 Ｂ．音色 Ｃ．响度 Ｄ．速度

３．（２０１１·内江）如图所示，是用示波器显示的不同乐器发
出不同声波的波形图，其中频率最大的是（　　）．

４．（２０１１·株洲）诗句“月落乌啼霜满天”中，月亮相对于地
面上的山来说它是　　　　的（选填“运动”或“静止”）．
鸟儿啼声是通过　　　　传播到人耳的．

５．（２０１１·济宁）如图１－５所示的实验现象表明 　．

小纸片在播音的扬声器中跳动
图１－５

６．（２０１１·安徽）如图１－６所示，在同一个轴上固定着三
个齿数不同的齿轮．当齿轮旋转时，用纸片分别接触齿
轮，使纸片发出声音的音调最高的是　　　　（选填“上
面”“中间”或“下面”）的齿轮．

图１－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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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０１１·扬州）小明向家里打电话，他主要依据声音的

　　　　听出是妈妈接的电话；妈妈要他把声音讲大些，
这是要求他增大声音的　　　　．（音调／响度／音色）

８．同学们在探究“声音的产生”时，发现音叉的振动很不明
显，几乎观察不出振动．经过讨论后，他们设计了如图
１－７所示的实验装置．
（１）如图甲所示的实验现象说明：

　．
（２）乒乓球在实验中起什么作用？

　．
（３）如图乙所示，用小锤敲击右边的音叉，会发现左边的乒乓
球会被弹起，这个现象说明声音可以通过　　　　传播．

甲

乙
图１－７

１．下列关于声现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歌唱家唱出的歌声是由他的声带振动而产生的
Ｂ．因为声音的传播不需要介质，所以声音能在真空中
传播

Ｃ．声音在钢铁中的传播速度小于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Ｄ．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大于在水中的传播速度

２．（２０１０·广州）根据图１－８所给信息，判断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图１－８
Ａ．蝙蝠可以发出频率为４００Ｈ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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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Ｈｚ的声音只要振幅足够大，人耳是能听到的

３．（２０１１·上海）听音能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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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０１０·沈阳）吼猴是世界上叫声最响的动物之一，它以

雷鸣般吼声警告其他动物不要侵犯它的领地．这里的
“雷鸣般”描述的是声音的（　　）．
Ａ．音调 Ｂ．响度 Ｃ．音色 Ｄ．声速

５．（２０１１·广东）以下四个措施中：①马路旁的房子的窗户
采用双层玻璃；②城市禁止机动车鸣喇叭；③马路两旁
植树；④高架道路两侧设隔音板墙．对控制噪音污染有
作用的是（　　）．
Ａ．①② Ｂ．②④
Ｃ．①②④ Ｄ．①②③④

６．（２０１１·成都）关于下图所示四幅图片的说法中，正确的
是（　　）．

Ａ．图片Ａ所示的实验表明，真空不能传声
Ｂ．图片Ｂ所示的实验表明，频率越高，音调越低
Ｃ．图片Ｃ所示的实验表明，噪声可以在人耳处减弱
Ｄ．图片Ｄ中的蝙蝠利用发出的电磁波导航

７．（２０１１·株洲）为了使教室内的学生上课免受周围环境
噪声干扰，下面哪个方法有效合理（　　）．
Ａ．在教室内安装噪声监控装置
Ｂ．在教室周围植树
Ｃ．每个学生都戴个防噪声耳罩
Ｄ．将教室的窗户打开

８．（２０１１·河南）关于声现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Ａ．声音在各种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一样大
Ｂ．“闻其声而知其人”主要是根据声音的响度来判断的
Ｃ．用超声波可击碎人体内“结石”，说明声波能传
递能量

Ｄ．市区内“禁鸣喇叭”，采用的是在声音传播过程中减
弱噪声

图１－９

９．（２０１１·成都）如图１－９所示，小王同学
正 在 弹 奏 吉 他．下 列 说 法 正 确 的
是（　　）．
Ａ．在不同位置按压吉他弦，可以改变
音调

Ｂ．吉他声只能在空气中传播
Ｃ．吉他音量大小与弹奏时所用的力度有关
Ｄ．吉他声具有能量

１０．（２０１１·菏泽）下面关于声现象的配对中正确的是（　　）．
Ａ．“闻其声，知其人”———发声体不同，音色不同
Ｂ．“长啸一声，山鸣谷应”———次声波传播很远
Ｃ．“隔墙有耳”———固体也能传声
Ｄ．用超声波清洗眼镜———声波可以传播能量

１１．（２０１１·聊城）夏天，教室外蝉的叫声影响了同学们的学
习．蝉能发声是由其腹部下方一层薄薄的发音膜

　　　　引起的．老师把教室的门窗关起来，大家听到的
声音明显减小，这是在声音　　　　过程中减弱噪声．

１２．（２０１１·烟台）如图１－１０所示，四个相同玻璃瓶里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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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面高度不同，用嘴贴着瓶口吹气，如果能分别吹
出“１（Ｄｏ）”“２（Ｒｅ）”“３（Ｍｉ）”“４（Ｆａ）”四个音阶，则与这
四个音阶相对应的瓶子的序号是　　　　．

图１－１０
１３．如图１－１１所示，将一把钢尺紧按在桌面上，先让一端
伸出桌边短一些，拨动钢尺，听它振动发出的声音，然
后一端伸出桌边长一些，再拨动钢尺，听它振动发出的
声音，使钢尺两次振动幅度大致相同．比较两种情况
下，第　　　　次钢尺振动得快，它的音调　　　　
（填“高”或“低”），这说明音调与　　　　有关．

图１－１１

图１－１２

１４．（２０１１·菏泽）很多同学有过疑问
“声音具有能量吗？它具有的能
量与声音的响度和频率是不是有
关呢？”某同学对其中两个问题进
行探究，实验装置如图１－１２所
示：Ａ为一个圆筒，它的一端用剪
成圆片的挺直的纸（纸的中间剪
一圆孔）粘牢，另一端用塑料薄膜包住并绷紧，用橡皮
筋扎牢．Ｂ为一只点燃的蜡烛．完成表中的内容：

探究内容 “声音是否具有能量”
“声能与响度是
否有关”

小孔距烛
焰的距离 ３ｃｍ

做法

观察内容

为保证每次实验声音的频率相同，你的做法是　　　
　　　　　　　　　　　　　　　　　．

考点训练二　光现象

　　一、光的传播
１．光源：　　　　　　　　叫做光源，月亮　　　　

（选填“是”或“不是”）光源．
２．光的直线传播：光在　　　　、　　　　介质中沿

直线传播．
３．光的传播　　　　　　（选填“需要”或“不需要”）

介质，即光　　　　　　（选填“能”或“不能”）在真空中
传播．
４．光在真空或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大约是　　　　ｍ／ｓ，

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大约是空气中的３
４
，在玻璃中的传

播速度大约是空气中的２
３．

５．光的直线传播的应用有（举出三例）：

　　　　　　　；　　　　　　　；　　　　　　　．
６．与声的传播相比较，光的传播有哪些特点呢？（建

议从传播条件、是否可在真空中传播、在固、液、气三态中
的传播速度规律等方面比较）

二、光的反射
１．光的反射：光射到物体表面上时，有一部分光会被

物体表面反射回来，这种现象叫做　　　　．
２．光的反射规律：光在发生反射时，　　　　、　　　　

和　　　　在同一平面内；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分别位于

　　　　；反射角　　　　入射角．
３．一束平行光射到平面镜上，反射光线也是　　　　

的，这种反射叫做　　　　；一束平行光射到一般物体的
表面，经反射后，反射光不再平行，而是射向各个方向，这
种反射叫做　　　　，二者　　　　（填“遵循”或“不遵
循”）光的反射定律．
４．在雨后天晴的夜晚，路上有积水，借助月光行走，为

了避免踩入水中，怎样判定地面和水洼呢？
（１）迎着月光行走；

（２）背着月光行走．

三、平面镜成像
１．平面镜成像时遵循光的　　　　规律．
２．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像与物的大小　　　　，像与

物 到 镜 面 的 距 离 　 　 　 　，像 与 物 的 连 线 与 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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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３．平面镜成的像是　　　　像，实像与虚像的区别是

　
　．

４．“平面镜成像特点”探究实验，是光学实验的重点，
结合你做实验的经验，回答下列问题：

（１）选择透明玻璃板而不用平面镜的原因是什么？

（２）若有厚薄两种玻璃板，你选用哪种？为什么？

（３）实验中选择两个相同蜡烛的目的是什么？

（４）实验中透明玻璃板为什么必须竖直放置？

四、光的折射
１．光由一种介质射入另一种介质时，传播方向会发生

　　　　，这种现象叫做光　　　　；光折射时，折射光
线、入射光线、法线在　　　　内；　　　　和　　　　分
别位于法线两侧，光从空气斜射入水或玻璃中，折射光线

　　　　法线，折射角　　　　入射角；光从水或玻璃斜
射入空气中，折射光线将　　　　法线，折射角　　　　
入射角．折射角随入射角的增大而　　　　，光垂直射到
水或玻璃的表面时，在水或玻璃中的传播方向　　　　．
２．光射到物质的界面上时，一般会同时发生　　　　

现象和 　 　 　 　 现象，且在这两种现象中，光路都
是　　　　的．
３．请从概念、遵循规律等方面对比分析光的折射和光

的反射的异同（建议用列表法）．

五、光的颜色及看不见的光
１．太阳光可以分解成　　　　、　　　　、　　　　、

　　　　、　　　　、　　　　、　　　　七种颜色的光，
其中色光的三原色是　　　　、　　　　、　　　　，颜料
的三原色是　　　　、　　　　、　　　　．
２．透明物体的颜色由　　　　　　　　决定，不透明

物体的颜色由　　　　　　　　决定．

３．红外线：光谱中，在红光之外的不可见光叫做

　　　　；物体的温度越高，向外辐射的红外线　　　　，
常见作用有　　　　．
４．紫外线：光谱中，在紫光之外的不可见光叫做

　　　　；紫外线的作用有 　
　．

５．如图２－１所示，一束太阳光经过三棱镜到达绿纸
做的光屏上，光屏上应该有　　　　种色光，但眼睛只能
在光屏上看到　　　　光；对于流入市场上的假币，人们
常借助验钞机发出的　　　　来辨别真伪．

图２－１

　　 知识点一：光的传播

本考点是中考的重要考点，题型主要有选择题与填空
题．主要从识别现象、解释现象、小孔成像的特点、光沿直
线传播的应用、光速大小的角度来考查，有时结合光的反
射、折射现象进行考查．所以要了解并积累由于光的直线
传播形成的现象，准确记忆光速大小．对学生来说，难点是
小孔成像特点及日食的形成．

例１ （２０１１·苏州）如图所示的现象中，能说明光沿

直线传播的是（　　）．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毴

毴毴

毴

　　解析：倒映在湖中的桥是桥通过平静的湖水所成
的虚像，是由光的反射形成的；看到池水变浅是光的
折射的原因，看到的是位置变高了的池底的虚像；小
孔成像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平面镜成像的原
理是光的反射现象，因此只有Ｃ选项是正确的．

有效训练１ （２０１１·绍兴）如图２－２所示，点燃的

蜡烛放在距小孔ａ处，它成像于距小孔ｂ的半透明纸上，
且ａ大于ｂ，则半透明纸上的像是（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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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Ａ．倒立、放大的虚像 Ｂ．正立、缩小的虚像
Ｃ．倒立、缩小的实像 Ｄ．正立、放大的实像

　　 知识点二：光的反射

本考点是中考的必考考点，在中考试题中主要以选择
题、填空题、解答题、实验探究题、作图题的形式出现．考查
的角度有：在多种现象中识别反射现象；联系实际判断是
镜面反射还是漫反射；反射的利用，运用平面成像特点作
图及解释有关现象．在实验方面考查的内容主要有：探究
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是否在同一平面内的实验方案设计
及现象描述；可转动的纸板的作用；器材的选择；反射时光
路可逆的结论归纳．在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主要考
查：玻璃板的作用、取两段完全相同的蜡烛的目的、实验过
程的描述．要求我们必须亲历探究，才能掌握此重点，突破
此难点．

例２ （２０１１·福州）自然界的美经常令人陶醉．如图

所示的现象中，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是（　　）．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毴

毴毴

毴

　　解析：Ａ选项中的“日全食”是由于光的直线传播
形成的；Ｂ选项“雨后彩虹搭起天桥”中的“彩虹”是太
阳光照射到雨后悬浮在空中的小水滴发生折射形成
的，实际上是光的色散现象；Ｃ选项中的鸟在水中形
成倒影是鸟通过水面（水面相当于平面镜）所成的虚
像，实质是光的反射；Ｄ选项中的“冰山”反射的光射
出水面时要发生折射进入人眼，人看见的“冰山”的位
置要比实际位置高，是光的折射形成的．

有效训练２ （２０１１·山西）小豪用如图２－３所示的

实验器材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请你帮他完成下列
问题：

图２－３
（１）为了便于观察，该实验最好在　　　　的环境中

进行（填“较明亮”或“较黑暗”）；
（２）实验中观察到蜡烛Ａ 在玻璃板后面有两个几乎

重叠的像，这是由于　　　　造成的；
（３）如果将蜡烛Ａ向玻璃板靠近，像的大小会　　　　．

　　 知识点三：光的折射

本考点是中考光学考查的重点，在中考中常以选择题
和作图题的形式出现．考查的方向是：从多种光学现象中
识别折射现象；对光折射规律的探究；出示折射光路图判
断光传播方向的正误；已知入射或折射光线，利用折射规
律画出对应光线；确定自然现象或实验现象的成因．

例３ （２０１１·台州）从岸边看水中的鱼，看到“鱼”的
位置与实际位置不同．下图中的模型能解释此现象
的是（　　）．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毴

毴毴

毴

　　解析：人在岸边看水中鱼时，是鱼反射的光线从
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此时折射角大于入射角，人逆着
折射光线看去，看到鱼的虚像，虚像位置比实际位置
偏高，因此Ｄ选项正确．

有效训练３ （２０１１·芜湖）如图２－４所示的是光从

水中斜射入空气中时入射光的光路情况，请在图中适当位
置画出该入射光线对应的折射光线．由于光的折射现象，
我们洗脸时，看盆内的水深比实际水深要　　　　（选填
“深”或“浅”）一些．

图２－４

　　 知识点四：光的色散和看不见的光

主要从以下角度考查：①判断光的色散，并能解释有
关现象；②判断物体的颜色；③区分红外线和紫外线及其
应用．

例４ （２０１１·菏泽）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的开启、关闭
及频道转换，可 以 通 过 遥 控 器 实 现，遥 控 电 视 机 的
光是（　　）．

Ａ．红光 Ｂ．红外线
Ｃ．紫光 Ｄ．紫外线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毴

毴毴

毴

　　解析：红外线主要用于红外遥控；紫外线主要用
于杀菌；而遥控器显然不是利用红光、紫光等可见光
进行控制的．本题答案为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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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训练４ （２０１１·乌鲁木齐）星期天，小明约小刚

逛公园，在游玩时看见了一些现象，他俩从物理角度议论
起了下列问题．

（１）阳光下，小明看见自己在地面上留下的影子，可以
用光的　　　　来解释．看见公园中红色的花朵，是因为
花朵　　　　（选填“反射”或“吸收”）红色光的缘故．

（２）来到湖边，小刚看见湖水中的鱼在蓝天白云中游
弋．看见的鱼是光的　　　　形成的．看见的蓝天白云是
光的　　　　形成的．

１．（２０１１·新疆）生活中许多物体可以发光，下列物体不属
于光源的是（　　）．
Ａ．水母 Ｂ．萤火虫
Ｃ．月亮 Ｄ．霓虹灯

２．（２０１１·广州）通过小孔所成的像一定是（　　）．
Ａ．倒立的 Ｂ．放大的 Ｃ．等大的 Ｄ．缩小的

３．（２０１１·北京）如图所示的四种现象中，属于光的反射
的是（　　）．

图２－５

４．（２０１１·成都）如图２－５所示，物体ＡＢ长
１．６ｍ，平面镜ＣＤ长０．６ｍ，物体到平面镜
的距离为２ｍ．下列关于物、像、镜的说法
中，正确的是（　　）．
Ａ．物体通过该平面镜不能成完整的像
Ｂ．像长与平面镜的长相同，为０．６ｍ
Ｃ．物体与像的距离为２ｍ
Ｄ．像长与物体的长相同，为１．６ｍ

５．（２０１１·苏州）电闪雷鸣时，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
雷声，说明光速比声速　　　　（选填“大”或“小”）；真
空中的光速为　　　　ｍ／ｓ．

图２－６

６．（２０１１·无锡）如图２－６所示，一束光
斜射到平静的水面上．同时发生反射
和折射，则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的夹
角为　　　　度，折射角　　　　入
射角（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

７．（２０１１·滨州）如果一个物体能反射所
有色光，则该物体呈现　　　　色；如

果一个物体能吸收所有色光，则该物体呈现　　　　色．
８．（２０１１·潍坊）ＯＡ 为光源Ｓ 发出的一条光线，ＳＯ经平
面镜后的反射光线．请在图２－７中画出平面镜的位置，
并标出入射角ｉ和反射角γ．

图２－７
９．（２０１１·连云港）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活动中：
（１）实验室提供了如下器材：①厚为２ｍｍ的茶色玻璃；

②厚为５ｍｍ的透明玻璃；③直尺；④光屏；⑤两只相同
的蜡烛；⑥ 火 柴．探 究 活 动 中 应 选 用 的 玻 璃 板 是

　　　　（填序号）．

图２－８

　（２）如图２－８所示，点燃蜡烛Ａ，在玻璃板的另一侧慢
慢移动蜡烛Ｂ，直到与蜡烛Ａ的像　　　　为止，证明
像与物的大小相同．
（３）为了探究平面镜成像的虚实，先移去后面的蜡烛Ｂ，
并在原位置上放一光屏，发现在光屏上　　　　，证明
平面镜所成的像是虚像．

１．（２０１１·金华）如图所示的光现象中，属于光的直线传播
现象的是（　　）．

２．（２０１１·盐城）如图２－９所示，一束激光ＡＯ由空气斜
射入玻璃砖，折射后从另一侧面射出，其出射点可能是
图中的（　　）．

图２－９
Ａ．Ｍ 点 Ｂ．Ｎ 点
Ｃ．Ｐ点 Ｄ．Ｑ点

３．如图２－１０所示，在暗室中用手电筒照射挂在白色墙上
的小镜子，这时看到被照射部分（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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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０
Ａ．墙和镜子都是黑色的
Ｂ．墙和镜子都是白色的
Ｃ．墙是黑色的，镜子是白色的
Ｄ．墙是白色的，镜子是黑色的

４．（２０１１·嘉兴）如图２－１１是研究光的反射定律的实验
装置，为了研究反射角与入射角之间的关系，实验时应
进行的操作是（　　）．

图２－１１
Ａ．沿ＯＮ 前后转动板Ｅ
Ｂ．沿ＯＮ 前后转动板Ｆ
Ｃ．改变光线ＯＢ与ＯＮ 的夹角
Ｄ．改变光线ＡＯ与ＯＮ 的夹角

５．检查视力的时候，视力表放在被测者头部的后上方，被
测者识别对面墙上镜子里的像（如图２－１２所示）．视力
表在镜中的像与被测者相距（　　）．

图２－１２
Ａ．２．１ｍ Ｂ．２．５ｍ
Ｃ．４．６ｍ Ｄ．５ｍ

６．（２０１１·泸州）现在，一些大厦用许多大块的平板镀膜玻
璃做外墙（俗称“玻璃膜墙”）．这种墙既能反射光线也能
透过光线．下列四幅图中，能真实反映光通过玻璃膜墙
进入室内传播途径的是（　　）．

７．（２０１１·株洲）把一根筷子斜插入盛水的玻璃杯里，从正
面看过去的情形和下图中哪个相符（　　）．

８．（２０１１·包头）下列光等器具中根据光的反射定律制成
的是（　　）．

Ａ．放大镜
Ｂ．穿衣镜
Ｃ．潜望镜
Ｄ．近视眼镜

９．古诗词中有许多描述光学现象的诗句，如“潭清疑水浅”
说的就是光的　　　　现象，“池水照明月”说的就是光
的　　　　现象．

１０．在无其他任何光源的情况下，舞台追光灯发出的红光，
照在穿白上衣、绿裙子的演员身上，观众看到她的上衣
是　　　　色，裙子是　　　　色．

１１．（２０１１·南京）如图２－１３所示，小明将一枚硬币放在
碗的底部，眼睛在Ａ处恰好看不到它．

图２－１３
（１）小明看不到硬币，这是因为光在均匀介质中沿

　　　　传播；
（２）将平面镜放到碗边适当的位置，小明在Ａ 处通过
平面镜看到了硬币的虚像，这是利用了光的　　　　
现象；
（３）沿碗壁缓缓向碗中加水，小明在Ａ 处也能看到硬
币的虚像，这是利用了光的　　　　现象．

１２．（２０１１·邵阳）雨后彩虹，十分壮丽，彩虹是太阳光传播
过程中被空中水滴　　　　而产生的．这个现象可以
由太阳光通过玻璃三棱镜的实验来解释．由图２－１４
可知，通 过 三 棱 镜 时 红 光 的 偏 折 程 度 比 紫 光 要

　　　　（选填“大”或“小”）．

图２－１４
１３．（２０１１·成都）如图２－１５所示，桥通过平静的水面成
像，半圆形桥孔与其像合在一起构成圆．桥长４５ｍ，则
桥的像长　　　　ｍ．正中大圆直径为１０ｍ，则大圆顶
部到水面的距离为　　　　ｍ．

图２－１５
１４．（２０１１·杭州）如图２－１６为一辆轿车的俯视示意图．
Ｏ点为司机眼部所在位置，司机在右侧的后视镜ＡＢ
（看作平面镜）中能看到车尾Ｃ点．根据平面镜成像规
律画出司机眼睛看到Ｃ点的光路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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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６
１５．（２０１１·济宁）如图２－１７所示，小聪通过一平面镜看
到小猫要偷吃小鱼．图中画出了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
但未标出光的传播方向．请你在图中用箭头标出小聪
看到小猫偷鱼吃时的光的传播方向，并根据光的反射

定律画出平面镜．

图２－１７

考点训练三　透镜及其应用

　　一、透镜及三条特殊光线
１．透镜按其厚薄的形状可分为两类：凸透镜和凹透

镜，如图３－１甲所示，中间厚、边缘薄的透镜叫　　　　；
边缘厚中间薄的透镜叫　　　　，如图３－１乙所示．

图３－１
２．凸透镜对光线有　　　　作用；平行于主光轴的入

射光线经凸透镜折射后　　　　在主轴上一点，称为

　　　　，用字母Ｆ 表示．凹透镜对光线有　　　　作
用，平行光经过凹透镜折射后将成为　　　　光线，将发
散光线反向延长后相交于一点，这一点叫凹透镜的　　
　　．
３．对凸透镜的三条特殊光线进行作图．

图３－２
４．对凹透镜的三条特殊光线进行作图．

图３－３
５．生活中的很多物品也可以看作某种透镜，如装水的

矿泉水瓶、水滴等，有哪几种区分凸透镜和凹透镜的方
法呢？

二、凸透镜成像
１．完成下列表格．

凸透镜成像及应用

物距ｕ 像距ｖ
像的性质

大小 倒正 虚实
应用

无限远

ｕ＞２ｆ

ｕ＝２ｆ

２ｆ＞ｕ＞ｆ

ｕ＝ｆ

ｕ＜ｆ

　　２．凸透镜成像规律：
（１）若像与物在凸透镜异侧，则成　　　　，若像与物

体在凸透镜同侧，则成　　　　；若像是倒立的，则是

　　　　，若像是正立的，则是　　　　（以上均选填“实
像”或“虚像”）．

（２）一倍焦距处是　　　　　　　　的分界点，而二
倍焦距处是　　　　　　　　的分界点．
３．请总结凸透镜成像的条件：
（１）像的虚实：什么条件下成实像？什么条件下成

虚像？

（２）像的大小：什么条件下成缩小的实像？什么条件
下成放大的实像？有没有缩小的虚像？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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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像的倒正：所成的像有没有正立的实像？有没有
倒立的虚像？

三、透镜的应用及光学仪器的调节
１．凸透镜成实像时规律：物距　　　　，像距　　　　，

像变大；反之，物距　　　　，像距　　　　，像变小（以上
均选填“变大”或“变小”）．　　　　和　　　　成的像都
是实像，故都可按以上规律调节使用．
２．凸透镜成虚像时的规律：在一倍焦距范围内，物距

　　　　，像距　　　　，像变大；反之，物距　　　　，像
距　　　　，像变小（以上均选填“变大”或“变小”）．
　　　　所成的像即为虚像，故可按以上规律调节使用．
３．（２０１１·江西）临近毕业，承承所在班级拍摄毕业照

时，摄影师看到两边有些同学没有进入镜头，他及时进行
了调整，顺利完了成拍照，请你说说摄影师是怎样进行调
整的？

四、眼睛及视力矫正
１．正常眼：眼睛的晶状体和角膜的共同作用相当于一

个　　　　，它把来自物体的光成像在　　　　上，形成
物体的　　　　．
２．近视眼：产生近视眼的原因是晶状体凸度　　　　，

折光能力太　　　　，将像成在视网膜的　　　　面，矫
正近视眼应佩戴　　　　镜．
３．远视眼：产生远视眼的原因是晶状体凸度　　　　，

折光能力太　　　　，使像成在视网膜的　　　　面，远
视眼应佩戴　　　　镜来矫正．
４．小刚因几个有不同焦距的凹透镜和凸透镜，一个能

发出平行光束的光源和一组眼睛模型来探究矫正视力的
方法．如图３－４．

（１）模型中的凸透镜相当于眼睛中的　　　　，烧瓶
的后壁相当于　　　　，着色液体则表示玻璃体．

（２）在研究近视眼的矫正过程中，你认为　　　　模
型前加一个焦距合适的　　　　透镜，能使光束会聚在视
网膜上．

图３－４
（３）在研究远视眼的矫正过程中，你认为　　　　模

型前加一个焦距合适的　　　　透镜，能使光束会聚在视
网膜上．

　　 知识点一：透镜及三条特殊光线

透镜及三条特殊光线是中考的常考点，主要考查：

①透镜的特点；②两种透镜对光线的作用；③透镜作用．本
考点主要题型有填空题和作图题，且尤以作图题多见．

图３－５

例１ （２０１１·哈尔滨）入射光线和出

射光线如图３－５所示，可知方框内的光
学元件对光有　　　　作用，请将该元件
画在方框内．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毴

毴毴

毴

　　解析：从透过透镜的折射光线传播方向可以看
出，折射光由平行光变成会聚光，因此透镜为凸透镜．

　　　　　　　　　　　　　　　　　　　　 有效训练１ （２０１０·北京）根据图３－６中经透镜折

射后的光线画出入射线．

图３－６

　　 知识点二：凸透镜成像

凸透镜成像的特点及规律是中考的必考点，主要考查
的知识点有：①凸透镜成像实验；②凸透镜成像规律；③凸
透镜成像应用与作图．本考点在中考中多以填空、选择、实
验等题型出现．

例２ （２０１１·沈阳）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

中，将蜡烛、焦距等于１０ｃｍ的凸透镜、光屏放在光具座
上，如图３－７所示，调节烛焰、凸透镜和光屏的中心在同
一高度，把凸透镜固定在５０ｃｍ处．

图３－７
（１）将蜡烛放在Ａ点，光屏在Ｂ位置上，为了找到清

晰的像，应将光屏向　　　　（填“左”或“右”）移动．
（２）依次改变蜡烛的位置，移动光屏，直到找到清晰的

像．记录的数据如下表．

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物距／ｃｍ　 ４０　 ３５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５
像距／ｃｍ　 １３．５　 １４　 １５　 １６．７　 ２０　 ３０

　　①在１～４次实验中，所成的像为倒立、　　　　的实像．
②第６次的像比第５次的像　　　　（填“大”或“小”）．
（３）将蜡烛放在Ｃ点，观察到烛焰的正立、放大的虚

像后，若希望看到更大的虚像，应将蜡烛向　　　　（填
“左”或“右”）移动．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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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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櫲

毴

毴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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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从装置图可知，此时蜡烛在２ｆ以外，所成
的像是一个倒立、缩小的实像，像在１ｆ与２ｆ之间，所
以应将光屏向左移动；实验的１～４次，蜡烛均在２ｆ
以外，所成的像是一个倒立、缩小的实像；第５次实验
是蜡烛正好在２ｆ，此时成一个等大、倒立的实像，而第
６次实验是蜡烛在１ｆ与２ｆ之间，此时成一个放大、倒
立的实像；蜡烛在Ｃ点时是位于１ｆ以内，此时成一个
正立、放大的虚像，根据凸透镜成像规律可知，蜡烛越
靠近焦点像越大，所以为得到更大的像，应将蜡烛向
左移动，靠近焦点．

图３－８

有效训练２ （２０１１·新疆）某

同学在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实
验时，需要知道凸透镜的焦距．

（１）实验室常用如图３－８所示
的实验测量焦距．由图可知凸透镜对
光线具有　　　　作用，此凸透镜的焦距为　　　　ｃｍ．

（２）知识和经验告诉我们也可用　　　　　　　　的
方法测量焦距．

　　 知识点三：透镜的应用及光学仪器的调节

透镜的应用及光学仪器的调节是中考的热点，主要考
查的知识点有：①各光学仪器成像的特点及条件；②各光学
仪器的使用与调节方法．本考点多以选择题和填空题出现．

例３ （２０１１·威海）图３－９甲是城市很多路口安装

的监控摄像头，它可以拍摄违章行驶或发生交通事故时的
现场照片．摄像头的镜头相当于一个凸透镜，它的工作原
理与　　　　相似．图３－９乙和丙是一辆汽车经过路口
时与一辆自行车相撞后拍摄的两张照片，由图可以看出汽
车所成的像变小，与此对应的像距将变　　　　．

图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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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摄像头所拍摄的像是一个倒立、缩小的实
像，这与照相机的原理是相同的，根据凸透镜成像规
律可知，凸透镜在成实像时，物体离凸透镜越远，像距
越小，所成的像越小，从图片上看，由乙到丙，汽车所
成的像逐渐变小，即像距在变小．

有效训练３ （２０１１·哈尔滨）小明用凸透镜先后两

次观察书本上的字，看到如图３－１０所示两种情景．以下
说法中正确的是（　　）．

图３－１０
Ａ．甲图中成的是实像；乙图中成的是虚像
Ｂ．甲图中书本在凸透镜２倍焦距以外；乙图中书本在

凸透镜１倍焦距以内
Ｃ．甲图中凸透镜靠近书本，所成的像变小；乙图中凸

透镜远离书本，所成的像也变小
Ｄ．甲图中成像规律可应用于投影仪；乙图中成像规

律可应用于照相机

　　 知识点四：眼睛及视力矫正

本考点是中考的常考点，主要考查近视眼和远视眼的
判定，两种非正常眼的矫正方法等．本考点在中考中常以
选择题和填空题方式出现．

例４ （２０１１·无锡）近来，小华为了看清书上的字，眼睛与书

的距离和视力正常时相比越来越近了，这说明小华已（　　）．
Ａ．患上近视眼，需要佩戴用凸透镜制成的眼镜
Ｂ．患上近视眼，需要佩戴用凹透镜制成的眼镜
Ｃ．患上远视眼，需要佩戴用凸透镜制成的眼镜
Ｄ．患上远视眼，需要佩戴用凹透镜制成的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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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由题意知小华看书越来越近了，说明他看
不清远处的物体，这是发生了近视，需要配戴凹透镜
进行矫正，所以Ｂ选项正确．

有效训练４ （２０１１·武汉）来自于物体的光经过晶状体

等会聚在视网膜上，形成物体的像．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Ａ．晶状体相当于凸透镜
Ｂ．视网膜相当于光屏
Ｃ．所成的像是实像
Ｄ．所成的像相对于物体是正立的

１．（２０１１·南京）如图３－１１所示，用焦距为１０ｃｍ的凸透
镜，观察一张印有２０１４年南京青奥会会徽的图片，此时
图片到凸透镜的距离应（　　）．

图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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