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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山有路 成功有道

也许，你刚步入八年级，仍似懂非懂地踌躇在物理世界的大门口;

也许，你已经学过一年物理，却还为概念、公式、计算、推导、比较、归纳

而犯愁;也许，对于有些物理题目，你一做就错，老师一讲就懂，可是再

做还是错;也许，别的同学学得很轻松，而且每次考试都能拿高分，可你

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成绩却总是上不去。到底是哪里出了

问题呢?

物理的学习主要是对物理过程的剖析，剖析清楚了，问题就迎刃而

解了。在解题的过程中，如果能分析出题目的考点，了解陷阱所在，选

用合适的方法、公式解决问题，最后总结归纳，得到相应的解题技巧，那

么学好物理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翻开它，你会发现:这是一本帮助认知的工具书，它贴近你的思维，

符合你的认知，通过错解的列举，揭示隐藏在其中的思维误区，指导你

进行正确的思考和探索;这是一本指导学习的教科书，它渗透物理思

想、传授物理方法，总结解题技巧，提高学习效率;这是一本系统复习的

辅导书，它的结构清晰，对整个知识系统进行了有效梳理，例题典型，讲

解透彻，配套模拟，自成体系。

本书着重从思维过程和解题过程切入，列举出常见的错误解法，分

析造成该错误的原因，再给出正解并总结出解题的技巧和策略，从正反

两个方面帮助你答疑解惑，比起单纯只教授你如何解题，相信能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学海无涯，书山有路。用好这本书，相信它能够帮助你踏上通往成

功的康庄大道。

熊韬
2014年 9月 10日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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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测 量

1．长度估测

例题 1 如图 1－1所示，某校初三同学正在进行升旗仪式。该校旗杆

的高度约为( ) 。

图 1－1

A．2 m B．7 m
C．15 m D．20 m
错解: A、C或 D。
解析:选 A，是对长度缺乏感性的认识。选 C 或 D，是

因现实生活中的旗杆的高度不同，有很多不同的规格，不
知道根据图示对比解答。

评析:本题可以根据生活中对旗杆的长度的了解解
答，也可以看图解答，根据图中人和旗杆的高度关系，并结
合对中学生身高的了解来综合判断。初三学生身高大约
为 1．6 m，由图可知，旗杆高度大约是学生身高的 4 倍，所
以旗杆的高度大约是 7 m。解决此类估读题目的关键是对不同单位代表的长
度有较准确的感性认识，并要求熟悉一些固定的长度，再与估测的物体对比即
可得出答案。

正解: B。

模拟 1 身高 160 cm的小明，利用自己的身体特征进行了以下估测，

接近真实值的是( ) 。
A．教室宽 5臂展，约 8 m( 臂展: 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中指尖之间的距离)
B．教室长 10步幅，约 30 m( 步幅: 走路时，两脚尖之间的距离)
C．课桌长 4拃，约 2．8 m( 拃: 张开手，拇指尖到中指尖之间的距离)
D．物理课本厚 1指宽，约 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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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积累

2．求平均值

例题 2 某同学用一刻度尺测量物理课本的宽记录为: 17． 82 cm、

17．83 cm、17．80 cm 、17．34 cm、17．81 cm，则物理课本的宽应为( ) 。
A．17．815 cm B．17．81 cm C．17．72 cm D．17．82 cm
错解: A或 C。
解析:选 A，去除了错误数据后计算的结果没有保留与原数据一样的准确

程度;选 C，在计算前没有将错误数据 17．34 cm删除。
评析:分析本题五次测量数据可以发现，17．34 cm 这个数据与其他四个相

差太大，应该是一个错误数据。所以 其 他 4 次 测 量 的 平 均 值 为:
17．82 cm+17．83 cm+17．80 cm+17．81 cm

4
= 17．815 cm≈17．82 cm。

在实验中，减小误差的有效途径是多次测量求平均值; 在求平均值时，要先
对所有数据进行判断，把错误数据删除，然后进行平均，如果除不尽，则必须四
舍五入使平均值的有效数字与原始数据保持一致，这么做是为了保证计算的结
果与原数据的准确程度一样。在本题中，最后平均值取 17．815 cm 时，就会使
人误认为是使用分度值是 0．1毫米的刻度尺测量的。

正解: D。

模拟 2 小明测量小球的直径，记录的数据分别是 2．41 cm、2．66 cm、2．

40 cm、2．43 cm，这个小球的直径是 cm。

学习积累

3．刻度尺读数

例题 3 如图 1－2所示，小物块的长度是( ) 。

A．2．70 cm B．5．70 mm C．5．70 cm D．2．7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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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错解: C或 D。
解析:选 C，没有看清测量的

起始刻度不是零刻度，而是 3．00
cm;选 D，测量结果没有估读到分
度值的下一位。

评析:此题主要考查刻度尺的使用方法，属于基础知识。由图可知，在( 3～
4) cm之间有 10 个小格，那么每一个小格就是 1 mm，即该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1
mm;从图中可看出，测量的起始刻度不是零刻度，而是 3．00 cm 的刻度线，小物
块末端对着的刻度线为 5． 70 cm，所以小物块的长度即为两刻度之差 L =
5．70 cm－3．00 cm= 2．70 cm。

刻度尺的读数要先认清分度值，看清测量的起始刻度是否为零刻度线，若不
是，被测物体的长度应为两端对应的刻度值之差;读数时要估读到分度值的下一
位，本题估读时需注意当人观察到被测物体与刻度线重合时，可估读为 0．00 cm。

正解: A。

模拟 3 如图 1－3所示，该物体的长度为 cm。

图 1－3

学习积累

4． 误差与错误

例题 4 下列关于误差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误差是未遵守操作规程产生的
B．只要有精密的仪器，认真测量，可避免误差
C．误差就是实验中产生的错误
D．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可减小误差
错解: A、B或 C。
解析:选 A，错在不知道误差不同于错误，错误指的是不按操作要求测出的

结果，它是可以避免的;选 B，不清楚采用精密的测量工具只可在一定程度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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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误差，却不能避免误差;选 C，没有认识到什么是误差，误差就是在正确测量
的情况下，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存在的差异，不是实验中产生的错误。

评析:误差与测量的人、测量工具、测量环境有关，因此，任何测量中的误差
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努力减小误差，不可能消除误差。选用更精密的测量仪器，
改进实验方法，熟练实验技能等都可以减小误差，但不能消除误差。错误是指
不按实验操作的有关规定测出的结果，是不正确的测量方法产生的，所以只要
严格按要求去做，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正解: D。

模拟 4 下列关于误差和错误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误差只是测量者在观察读数时造成的
B．误差只能减小，不可能绝对避免
C．测量值与真实值不一样，其结果就是错误
D．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测量工具不断更新，误差总有一天会消除

学习积累

5．刻度尺的选择

例题 5 小明要给窗子配上一块玻璃。在以下的测量工具中，你认为
选用哪种工具来测量窗框的尺寸最合理( ) 。

A．最小刻度是 1毫米，长度是 20厘米的学生用尺
B．最小刻度是 1厘米，长度是 15米的皮卷尺
C．最小刻度是 1毫米，长度是 2米的钢卷尺
D．最小刻度是 0．1毫米的游标卡尺
错解: A、B或 D。
解析:选 A，学生用尺的分度值大小合适，但量程偏小;选 B，皮卷尺的分度

值和量程明显偏大，不适合用来测量玻璃的长;选 D，不知道测量时分度值并不
是越小越好，游标卡尺明显不适合用来测量玻璃的长。

评析:生活中我们经历过许多测量，要进行准确的测量，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首先估计物体的长度和物体对准确程度的要求;
( 2) 刻度尺的选取要根据测量需要达到的准确程度来选取;
( 3) 为了减小误差，测量时要尽量进行一次测量，即刻度尺的量程要大于

物体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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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解: C。

模拟 5 为了检验人躺着和站立时身体长度是否有差异，选用下列哪
种尺最合适( ) 。

A．量程 3 m，分度值 1 mm B．量程 10 m，分度值 1 dm
C．量程 30 cm，分度值 1 mm D．量程 15 cm，分度值 0．5 mm

学习积累

6．刻度尺的热胀冷缩

例题 6 甲尺在 30 ℃时和乙尺在－30 ℃时的刻度都是准确的，现用这
两把尺在 0 ℃的环境中测量同一长度，则两尺读数( ) 。

A．甲偏大，乙偏小 B．甲偏小，乙偏大 C．不变 D．均偏小
错解: B、C或 D。
解析:选 B，错误认为 30 ℃相对 0 ℃是温度升高，所以甲尺受热膨胀，测得

值偏小，－30 ℃相对 0 ℃是温度降低，所以乙尺受冷收缩，测得值偏大;选 C，没
有考虑测量环境对刻度尺会造成影响;选 D，不能明确测量环境会对刻度尺造
成何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测量结果造成的变化。

评析:物体都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刻度尺在受热膨胀时，刻度间的距离会变
大，所以测得的数值会变小; 刻度尺在受冷收缩时，刻度间的距离会变短，所以
测得的数值会偏大。在 0 ℃时，甲从 30 ℃降到 0 ℃会受冷收缩，刻度间距变
短，测得的数值大于实际数值;乙从－30 ℃升高到 0 ℃会受热膨胀，刻度间距变
长，测得的数值小于实际数值; 在读数时，一定要注意测量环境是否发生改变，
它会对读数造成一定的误差。

正解: A。

模拟 6 一把普通钢尺的刻度比标准的刻度间隔大一些，那么用这把

刻度尺测得的长度值将会比实际值 。用这把钢尺测量同一木块的长度，
夏天测得的长度值比冬天测得的长度值 。( 选填“偏大”或“偏小”)

学习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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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累积法的应用

例题 7 某同学想测量物理课本中一张纸的厚度，下列方法可行的是
( ) 。

A．用毫米刻度尺直接测量
B．先测出一个较厚的物体的厚度，再把一张纸放在上面测量出总的厚度，
用总厚度减去物体的厚度

C．测出物理课本( 不含封皮) 总的厚度，读出课本的页数，用厚度除以页数
D．测出物理课本( 不含封皮) 总的厚度，数出课本的张数，用厚度除以张数
错解: A、B或 C。
解析:选 A，对一张纸的厚度没有感性认识，不清楚一张纸的厚度远小于刻

度尺的最小分度值 1 mm，故无法直接测量;选 B，认识到一张纸不能直接测量，
但却没认识到即使先测出一个较厚的物体的厚度，再把一张纸放在上面测量出
总的厚度，此时测出的总厚度与物体的厚度因为相差很小，几乎无法比较; 选
C，没有了解课本的页数不是课本的张数，一张纸是两页，用总厚度除以页数得
不到一张纸的厚度。

评析:此题是利用累积法测物体的长度，当一个物体的长度太小无法测量
时，可以测量 n个相同物体的长度后除以 n 得一个物体的长度;但要注意课本
的页码数不是课本的张数，一张纸是两页;测出的物理课本厚度应不含封皮，封
皮的厚度与纸的厚度不一样，所以需去除。累积法不仅适用于测量不易直接测
量的长度，它同样适用于所有不易直接测量的微小物理量，比如时间、质量
等等。

正解: D。

图 1－4

模拟 7 挂在弹簧下的物体在位置
O处于静止状态，如图 1－4甲所示。将物体
拉到 A处，松手后，物体会在 A、B 间上下振
动，如图 1－4乙所示，小张、小王和小李已经
知道物体每振动一次( 由 A 到 B 再回到 A)
所用的时间相等。为了精确测定该物体振
动一次所用的时间，小张的测量方法是: 当
物体运动到最下面的位置 A时，用停表开始
计时，当物体再次运动到位置 A 时停止计
时，直接测量出物体振动一次的时间。小王
的方法是:当物体运动到最下面的位置 A 时，用停表开始计时，当物体振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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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再回到 A处时停止计时，用测得的时间除以 30，求出物体振动一次所用的
时间。小李的方法是:当物体运动到位置 O时用停表开始计时，当物体振动 30
次，再回到位置 O时停止计时，最后求得物体振动一次所用的时间。请你分析
他们三个人的方法中谁的方法最好，并简要说明理由。

学习积累

8．量筒、量杯刻度

例题 8 有一量杯，它的最大刻度值是 100 cm3，最大刻度线距离杯底

的高度为 h，则在高度为
h
2处的刻度线表示容积的数值是

( ) 。

A． 等于 50 cm3 B．小于 50 cm3 C．大于 50 cm3 D．无法判断
错解: A、C或 D。
解析:选 A，将量筒与量杯的刻度特点混淆，误以为量杯的刻度是均匀的;

选 C，将量杯的刻度特点错误地判断为下密上疏;选 D，不知道根据量杯的形状
及刻度特点就可以判断出。

评析:量筒和量杯都是测量液体体积的工具，量筒粗细均匀，所以刻度是均
匀的，而量杯的形状特点是下小上大，所以刻度越向上越密集，刻度下疏上密，
是不均匀的。因量杯的刻度下疏上密，量筒上半部分所能量取的液体容积要大
于下半部分所能量取的液体容积。最大刻度线距离杯底的高度为 h，则在高度

为
h
2处的刻度线表示容积的数值应该小于

50 cm3。

正解: B。

模拟 8 有一个量程为 200 mL，分度值为 10 mL的简易量杯。请同学们
在实线框内大致画出量杯的结构示意图，要求能体现量杯的特点与量筒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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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积累

9．量筒的读数

例题 9 用量筒量取溶液，视线与量筒内液体的凹液面最低处保持水

平，读数为 15 mL; 倒出部分液体后，俯视凹液面的最低处，读数为 9 mL。则该
学生实际倒出的溶液体积( ) 。

A．小于 6 mL B．大于 6 mL C．等于 6 mL D．无法确定范围
错解: A、C或 D。

图 1－5

解析:选 A，知道俯视读数时测量值
变大，于是用 15 mL减去大于 9 mL 的值
得出错误答案，没有考虑到大于 9 mL 的
体积是测量值，测量值偏大，则剩下液体
的体积的真实值是偏小的;选 C，认为仰
视、俯视的读数方法，不会对测量结果造
成影响;选 D，知道仰视、俯视是错误的
读数方法，但不能分辨出读数是变大还
是变小。

评析:如图 1－5，使用量筒测量液体的体积，读数时视线要和液柱凹液面的
最低处相平。仰视容易将示数读小，俯视容易将示数读大。

倒出部分液体后，俯视凹液面的最低处，将剩余液体的体积读大，剩余液体
的体积的真实值就是小于 9 mL 的，则该学生实际倒出的溶液体积就是 15 mL
减去小于 9 mL的差值，也就是大于 6 mL。

正解: B。

模拟 9 某同学欲量取一定量的某液体，他将盛有液体的量筒放平

稳，俯视量筒的刻度，读数为 20 mL，倒出部分液体后，仰视量筒的刻度，读数
为10 mL，则该同学实际量取的液体量为( ) 。

A． 大于 10 mL B． 小于 10 mL C． 等于 10 mL D． 无法判断

学习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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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停表的读数

图 1－6

例题 10 如图 1－6 所示是某种机械停表的

实物图，该停表所示的时间为 min s。
错解: 3 min 8．3 s。
解析:把停表当成了平时用的钟表，认为秒针转

一圈为 60 s，误读为 3 min 8．3 s。
评析:使用停表测量时间时，应先确定内外圈的

分度值，再将分针准确值加秒针准确值即为最后结
果。由图知，外侧指针指在 8 和 39 中间格处，具体是
8．3 s还是 38．3 s，要根据分针所在位置确定，因内侧

图 1－7

指针指在 3以后接近 4，表示 3 min且超过 3．5 min，所
以停表的读数为 3 min 38．3 s。

正解: 3 min 38．3 s。

模拟 10 勇超同学在校运会 200 米跑的比

赛中，他冲过终点时裁判员秒表记录如图 1－7 所示，
勇超同学 200米的成绩是: 。

学习积累

11．体积的间接测量

例题 11 量蜡过程如图 1－8所示，蜡块的体积是 cm3 ; 若实验

步骤不变，蜡块换成一小块水瓶塞，则所测水瓶塞的体积比真实值
( 选填“偏小”“不变”或“偏大”) 。

错解: 18或 32，等于。
解析:填 18，错误地认为量筒的分度值为 2 cm3 ;填 32，所测为铁块和蜡块

的总体积;填“不变”，不知道水瓶塞会吸水，以致测量结果发生变化。
评析:量筒可以测量液体和固体的体积，当测量固体的体积时，固体体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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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大小等于放入固体前后两次液面示数之差。
若物体不能下沉，则可采用一顶针将其按入
水中或在其下面挂上一重物，本题采取的就
是悬挂法。量筒的分度值是 4 mL即 4 cm3，
放入蜡块前量筒内水和铁块的总体积为
56 cm3，放入蜡块后量筒内水面上升到了
72 cm3，因此蜡块的体积为 72 cm3－56 cm3 =
16 cm3 ;蜡块换成水瓶塞后，水瓶塞会吸水，
而水瓶塞吸水后体积几乎不变，从而造成水
瓶塞、水和铁块的总体积会变小，则测出的水瓶塞的体积会变小。

正解: 16，偏小。

模拟 11 为了测出粉笔的体积，小明同学做了如下实验:

( 1) 在量筒中倒入适量的水，记下此时水的体积 V1 ;
( 2) 将粉笔用细线拴住慢慢放入水中，当粉笔完全浸没后，记下量筒中水

面达到的刻度 V2 ;
( 3) 粉笔的体积 V=V2－V1。
由于粉笔在浸入水中的过程中要吸水，所以小明同学按以上实验方法测出

的粉笔的体积将比其实际值 ( 选填“偏大”或“偏小”) ，如何利用现有
器材，比较准确地测出粉笔的体积呢? 请你帮小明同学提出一种改进实验的方
法:

。

学习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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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声音与环境

1．声音的产生

例题 1 雨滴落到水塘中的荷叶上发出“啪、啪”的声音，这里振动发

声的物体主要是( ) 。
A．雨滴 B．空气 C．荷叶 D．以上都是
错解: A或 B。
解析:选 A，误认为是雨滴的振动发出“啪、啪”的声音;选 B，认为是空气的

振动发出“啪、啪”的声音。
评析:该题考查了学生对发声体的确定和辨析，解题的关键是认清发生振

动的是哪个物体。“雨打荷叶”发出声音，是由于雨点落到荷叶上引起荷叶的
振动产生了声音，故发声体是荷叶。

正解: C。

模拟 1 夏天，我们通常能听到讨厌的蚊子发出的嗡嗡声，这种声音是

由于( ) 。
A．蚊子翅膀振动发出的 B．蚊子细嘴尖叫发出的
C．蚊子小腿抖动发出的 D．蚊子腹部鼓动发出的

例题 2 停止敲锣后，仍能听到一段余音，这是因为( ) 。

A．虽然锣面振动停止了，但仍能发声 B．锣面继续振动了一段时间
C．声音传到人耳需要一段时间 D．人的听觉发生“延长”
错解: A或 C。
解析:选 A，误认为锣面振动停止，发声不一定停止;选 C，没有认识到在空

气中声速约为 340 m /s，声音传到敲锣周围的人耳需要的时间很短，所以不可
能听到余音。

评析:解决此题的关键是要知道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如果物体振
动不止，声音就不会消失，反之振动停止，则发声停止。由声音产生的原因( 声
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逐一分析得出正确答案。

正解: B。

11



模拟 2 在敲响寺庙的大钟后，停止对大钟的撞击，大钟仍“余音未

止”，其原因是( ) 。
A．大钟仍继续振动 B．钟声的回声
C．人的双耳效应造成的 D．大钟停止了振动，但空气仍在振动

学习积累

2．声音的传播

例题 3 2011年 5月 10日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题为《亚丁湾，记者

体验护航“十八般兵器”》的报道称，中国海军第五批护航编队的护航舰艇上，
出现了一种神秘的声波武器———“金嗓子”对索马里海盗构成了有效威慑。若
要阻挡这一武器的袭击，可以用薄薄的一层( ) 。

A．半导体 B．磁性物质 C．真空 D．金属物质
错解: A、B或 D。
解析:选 A、B 或 D，不知道此题考查的是对声音传播条件的认识和了解;

声音能在固体、液体和气体中传播，半导体、磁性物质和金属物质都是固体，都
能传播声音，所以上述选项都不正确。

评析:此题要结合声音的传播条件进行分析，会利用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
解答。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能在固体、液体和气体中传播。真空不能传声，这
个基础知识点必须牢记。

正解: C。

模拟 3 青海省玉树县发生地震后，中国救援队第一时间到达灾区抗

震救灾，被困在建筑屋废墟中的遇险者向外界求救的一种好方法是敲击就近的
铁制管道，这种做法主要是利用铁管能够向外( ) 。

A．传热 B．传声 C．通风 D．导电

例题 4 声音从声源发出，在空气中传播时( 设空气是均匀的) ，下列

说法正确的是( ) 。
A．声波的波速不断减小 B．声波的频率不断减小
C．声波的振幅不断减小 D．声波的波速、频率、振幅均保持不变
错解: A、B或 D。
解析:选 A，没有认识到声音的传播速度只与介质的种类和温度有关;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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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没有认识到声波的频率是由声源的振动频率决定的，而声音在空气中传播
时，声源的振动频率并不会发生改变;选 D，没有认识到响度主要由振幅和距离
发声体远近两个因素决定。

评析:本题考查声音的特征，解决此类题目要结合影响声音特征的因素进
行分析解答。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约为 340
m /s，声音在传播过程中频率高低保持不变，速度大小保持不变，但随着距离的
增大，声音的响度逐渐减小，声音的振幅不断减小。

正解: C。

模拟 4 决定声音传播速度的是( ) 。

A．发声体振动的幅度 B．发声体振动的频率
C．传播声音的介质 D．发声体的材料和结构

学习积累

3．声音的反射

例题 5 我们都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大雪过后，大地披上厚厚的银装，

这时你会发现周围特别宁静，这是因为雪地里的微孔能吸收声音。根据这一描
述，你认为会堂、剧院的墙壁做成凹凸不平的形状或采用蜂窝状的材料，这主要
是为了( ) 。

A．减弱声波的反射 B．增强声波的反射
C．增大声音的响度 D．装饰得美观些
错解: B或 C。
解析:选 B 或 C，不知道会堂、剧院的墙壁做成凹凸不平的形状，或采用蜂

窝状的材料，主要是因为声音在反射时能量会相互抵消，从而减弱声波的反射，
增强听众的收听效果。

评析:由于会堂、剧院的面积比较大，声音从舞台传出后遇到墙壁再反射回
来的时候，用的时间较长，回声和原声间隔的时间超过 0．1 秒的话，人耳就可以
把它们区分开，这样观众就可以听到两个声音，影响听众的收听效果。

正解: A。

模拟 5 在北京天坛天心石上讲话，会觉得声音特别洪亮，这是因为

( ) 。
A．讲话时没有障碍物，觉得特别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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