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北京市物理中考试题点评 

北京市特级教师 鲍建中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共 30 分，每小

题 2 分） 

1． 下列物品中，通常情况下属于导体的是 

A．玻璃杯 B．陶瓷碗 C．铁锅 D．塑料勺 

点评：本题是学生常见的厨房用具，和学生的生活联系密切，生活气息浓郁，属于基础题。 

 

2． 图 1 所示的光现象中，由于光的反射形成的是 

 

 

 

 

 

 

 

 

点评：本题内容是学生常见的光现象，属于基础题。 

 

3． 下列措施中，能使蒸发减慢的是                                

A．给湿头发吹热风               B．把湿衣服晾在通风向阳处 

C．把盛有酒精的瓶口盖严             D．将玻璃板上的水滴向周围摊开 

点评：本题考点是影响液体蒸发快慢的因素，都是学生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实例。 

 

4． 下列家用电器中，将电流热效应作为工作原理的是 

A．电视机 B．电热水器 C．抽油烟机 D．电冰箱 

点评：本题是学生常见的家用电器，和学生的生活联系密切，富有生活气息，属于基础题。 

 

5． 下列物态变化的实例中，属于液化的是 

A．初春，积雪消融 B．夏天，草叶上形成露珠 

C．深秋，屋顶的瓦上结了一层霜 D．冬天，室外冰冻的衣服变干了 

点评：用知识解释一年四季中的自然现象，学以致用，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

向社会。 

 

6． 用大小不同的力先后敲击同一个音叉，比较音叉两次发出的声音，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响度不同 B．音调不同 C．音色不同 D．频率不同 

笔好像在水面处“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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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把生活用语和物理概念建立起联系，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 

7． 水平桌面上竖直放置着平面镜和直立的铅笔，平面镜中呈现铅笔的虚像。当铅笔与平面

镜之间的距离为 8cm 时，像的高度为 h1，像到平面镜的距离为 s1；当铅笔与平面镜之

间的距离为 4cm 时，像的高度为 h2，像到平面镜的距离为 s2。则下列四个选项中，判

断正确的是 

A．s1=s2 B．s1<s2 C．h1>h2 D．h1=h2 

点评：用科技术语描述实验现象，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 

 

8．图 2 所示的实例中，目的是为了减小摩擦的是 

 

 

 

 

 

点评：用知识解释生活现象，学以致用，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 

 

9． 图 3 所示的工具中，在使用时属于费力杠杆的是 

 

 

 

 

 

 

 

  

点评：用知识解释生活中的常用工具的原理，学以致用，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

走向社会。 

 

10． 下列选项中符合安全用电要求的是 

A．用湿手按已接电源的插座上的开关 

B．及时更换家庭电路中绝缘皮老化、破损的导线 

C．在未断开电源开关的情况下，用湿布擦拭电视机 

D．把用电器的三脚插头改为两脚插头接在两孔插座上使用 

点评：联系生活实际，进行安全教育。体现了“安全无小事，事事有教育”。 

 

11． 下列实例中，用热传递的方式来改变物体内能的是 

A．用热水袋暖手，手的温度升高 

B．用锯条锯木板，锯条的温度升高 

C．两手相互摩擦，手的温度升高 

D．用手反复弯折铁丝，弯折处铁丝的温度升高 

给自行车轴加润滑油 用起瓶器夹紧瓶盖 防滑垫表面做得凹凸不平 轮胎上制有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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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考查改变内能的方法，看到文字就能联想到具体情境。属于基础题。 

 

12．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放大镜的镜片是凹透镜 B．照相机的镜头是凹透镜 

C．近视眼镜的镜片是凸透镜 D．远视眼镜的镜片是凸透镜 

点评：考查生活中的透镜，列举的都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透镜应用的实例，体现了从物理

走向社会。 

 

13． 小玲家有额定电压相同的

电烤箱、电饭锅和电视机各

一个，按照每度电 0.5 元的

计费标准，将这三个用电器

正常工作 1 小时的用电费

用绘制成了如图 4 所示的

柱状图。则下列四个选项

中，判断正确的是 

A．在这三个用电器中，电

烤箱正常工作时的电

压最高 

B．在这三个用电器中，电

视机正常工作时的电压最低 

C．正常工作时，通过电烤箱的电流大于通过电视机的电流 

D．在一个月内，小玲家电烤箱的用电费用一定比电饭锅的用电费用多 

点评：本题以家用电器用电费用为试题素材，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是一道很好的运用物理

知识讨论生活话题的试题，学以致用，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用电费

用本质上是与电功相对应的。在相同时间内，根据用电费用由高到低排序为电烤箱、电饭

锅和电视机，可以判断各用电器的电功率由高到低的排序为电烤箱、电饭锅和电视机。三

个用电器的额定电压相同，所以它们正常工作时的电压相同，选项 A、B 错误；根据 P=UI

可知，额定电压相同时，电功率大的用电器通过的电流也大，选项 C 正确；至于在一个月

的时间内，哪种用电器消耗的电能多，不仅与用电器的电功率大小有关，还与用电器工作

的时间长短有关，因题目没有提供各用电器一个月内实际工作时间的信息，所以无法判断

用电费用的多少，故选项 D错误。 

 

14．图 5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R2 为定值电阻。闭合开关 S，在滑动

变阻器的滑片 P 向右滑动的过程中，关于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示数变化，下列四个选项

中，判断正确的是 

A．电压表、电流表示数均变大 

B．电压表、电流表示数均变小 

C．电压表示数变大，电流表示数变小 

D．电压表示数变小，电流表示数变大 

点评：本题考查考生电路的识别，欧姆定律、及对电路变化的分析过程。属于常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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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为验证阿基米德原理，小明将电子秤放在水平桌面上并调零，然后将溢水杯放到电子

秤上，按实验操作规范将溢水杯中装满水，再用细线系住铝块并将其缓慢浸入溢水杯

的水中，如图 6 所示，铝块始终不与溢水杯接触。则下列四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A．铝块浸没在水中静止时与铝块未浸入水中时相比，水对溢

水杯底的压力变小  

B．铝块浸没在水中静止时与铝块未浸入水中时相比，水对溢

水杯底的压强变大 

C．铝块浸没在水中静止时，绳对铝块的拉力等于铝块排开水

的重力 

D．铝块浸没在水中静止时与铝块未浸入水中时相比，若电子

秤示数不变，则验证了阿基米德原理 

点评：本题是一道以重点实验为背景的力学分析题，学生需要综合运用力学的基本概念、

受力分析能力、实验探究能力解决实际问题。题中涉及的主要概念、规律有压强、浮力、

二力平衡条件和阿基米德原理。应对这样新颖的试题，教学不仅要重视对基本概念的变式

训练，而且也要重视重点实验做与思的结合。解题思路如下：溢水杯中已装满水，当铝块

浸入水中的过程中，杯中水的深度保持不变，根据 p=ρ 水gh，水对杯底的压强不变，选项 B

错误；水杯底面积不变，再由 F=pS 可知，水对杯底的压力不变，选项 A 错误；铝块浸没

时，铝块受到的拉力 F 拉=G-F 浮=G-G 排，选项 C 错误；由于铝块的浸入，从溢水杯中排出

的水重 G 排，铝块受到水的浮力 F 浮，方向竖直向上，铝块反作用给水竖直向下的力大小等

于 F 浮，对溢水杯而言，相当于减小了一个向下的压力大小为 G 排，增加了一个向下的压力

大小为 F 浮，若铝块浸入水中前后，电子秤示数不变，则说明 G 排=F 浮，从而验证了阿基米

德原理，选项 D 正确。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各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符合题意的选项均多于一个。共 8 分，

每小题 2 分。每小题选项全选对的得 2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 分，有错选的不得分） 

16． 图 7展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成果，对其中所涉及的物理知识，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古代捣谷工具利用了杠杆原理 

B．光沿直线传播是日晷能够测量时间的条件之一 

C．碾谷物的石磨选用厚重的石材，目的是为了减小石磨对谷物的压强 

D．从两心壶的壶嘴能分别倒出两种不同的液体，这一功能的实现利用了大气压 

点评：本题涉及“杠杆概念”、“光沿直线传播”、“压强”和“大气压”四个方面的知识。

这些知识在考试说明中都有明确的要求。题中的四幅图片中，分别展现了我国古代的“捣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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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工具”、“日晷”、“石磨”和“两心壶”。其中的“捣谷工具”、“日晷”和“石磨”在科技

馆的“华夏之光”中就有展示，“两心壶”也是实践活动课中包含的学习资源。学生在日常

生活中，若能关注身边的物理现象，注重在实践中学习物理，或许这些素材对他们来说并

不陌生。学生在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图中情境中的问题时，使知识得到活化，提高了解决问

题的能力。同时在解答问题中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增加了解。本题答案 ABD。这是一道较好

的试题。对于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都有非常好的导向作用。 

 

17．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用磁感线可以描述磁场的强弱 

B．只要导体在磁场中运动，该导体中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C．通电导体产生的磁场的方向与通过该导体的电流方向有关 

D．利用撒在磁体周围的铁屑可以判断该磁体周围各点的磁场方向 

点评：本题 A选项考查了磁场的描述方法。磁感线帮助人们形象地认识磁场这种看不见、

摸不到的特殊物质，方便了人们对于磁场的研究。对于磁感线的考查反映了命题对于方法

学习的重视。 

义务教育阶段《物理课程标准》明确要求：通过实验认识磁场。通过实验了解电流周

围存在磁场。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本题 B、

C、D选项的考查，恰是对以上要求是否落实的检查。对于 B、C、D 选项的解答，学生真

正做过实验，并且实验过程有思考，将会帮助学生正确解答此题。如 D 选项，由于磁场对

放入其中的磁体有力的作用，撒在磁体周围的铁屑在磁场的作用下有规律的分布，反映了

磁场的强弱分布，为形象的建立磁感线的概念奠定了基础，但利用铁屑无法确定磁场的方

向，因此，选项 D 是错误的。如果学生实验过程中缺少思考，不明白实验目的，就会误认

为选项 D 是正确的。这也体现了把学生的课堂表现考出来的命题理念。本题答案 AC。 

此题对方法学习和物理实验的重视，会引导教师和学生重视物理实验。将对教师的教

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积极作用。 

18． 有关热现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组成物质的分子之间存在引力和斥力 

B．在热传递过程中，吸收热量的物体温度升高 

C．在四冲程内燃机中，做功冲程的功能是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D．温度低于 0℃的室外，仍有水蒸气存在 

点评：本题涉及到“分子动理论”、“物态变化”、“热机”等内容,是比较综合的一道热学试

题。多项选择题的实质是判断每个选项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根据逻辑规则，对于一个

命题而言，只要存在一个反例，该命题就是假命题。如 B 选项，在热传递过程中，吸收热

量的物体温度升高这样的实例虽然很多，但也有不少反例，如用酒精灯加热容器中的冰块，



冰块熔化过程中，通过热传递的方式，吸收了热量，但温度并不升高。因此，选项 B 是错

误的。寒冷的冬天，室外冰冻的衣服也会变干，这一现象发生的物态变化是升华。升华过

程中，冰吸收热量变为水蒸气。这个实例说明寒冷的冬天，温度低于 0℃的室外，仍有水

蒸气存在。因此，选项 D 是正确的。特别注意 D 选项的反例，是室外一切地方都没有水

蒸气。本题答案 ACD。 

 

19．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以行驶的汽车为参照物，路边的树木是运动的 

B．只要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物体的机械能就发生变化 

C．悬浮在盐水中的鸡蛋，受到盐水的作用力的合力为零 

D．用锤子将铁钉钉入木板，锤子对铁钉的作用力与铁钉对锤子的作用力大小相等 

点评：本题涉及 “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机械能”、“浮力”和“力的概念”等力学

知识。试题的 B、C、D 选项对学生的分析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这三个选项都需要学生对条

件作进一步的分析，如 B 选项中，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要转化为物体运动，进一步解读

为物体匀速直线运动，或物体变速运动，在这个分析基础上，再判断机械能是否变化。这

样的设计，体现了知识间的联系，引导教学要注意知识间的联系，重视知识间的关联，通

过教学过程帮助学生形成好的知识结构。本题答案 AD。 

 

三、实验选择题（下列各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至少．．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共 22 分，每

小题 2 分。每小题选项全选对的得 2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 分，有错选的不得分） 

20． 图 8 所示的四个光路图中，MM′为平面镜，PO 为入射光线，ON 为法线，入射角∠PON

等于 60，其中符合光的反射定律的光路图是 

 

 

 

 

 

点评：本题把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联系起来，本题属于基础题。 

 

21． 在探究石蜡和海波的熔化规律时，小琴根据实验目的，进行了认真规范的实验，获得

的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则下列四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A．石蜡是非晶体 

B．海波熔化时的温度是 48℃ 

C．海波在熔化过程中不需要吸热 

D．42℃时，海波的状态是固态 

加热时间/min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石蜡的温度/℃ 40  41  42  44  46  47  48  49  51  52  54  56  

海波的温度/℃ 40  42  44  46  48  48  48  48  48  48  50  53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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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属于常规实验题。 

22． 中国科技馆有一个“会发电的衣服”的展台，在展台中可以做模拟“发电纤维发电”

的实验。实验过程及现象如下：踩动踏步机踏板，带动压电薄膜振动，使得一些与压

电薄膜相连的小灯发光；增大踩动踏板的频率，压电薄膜振动得更剧烈，发光小灯的

数量增加。则下列四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A．压电薄膜振动时可以产生电压 

B．小灯发光说明振动的压电薄膜中产生了电流 

C．发光小灯的数量与踩动踏板的频率有关 

D．增大踩动踏板的频率，压电薄膜发电的总功率变小 

点评：本题依据课程标准理念，联系社会大课堂所学，从生活到物理，以科技馆的科技前

沿新材料“会发电的衣服”为载体，考查学生科学探究能力。本题答案 ABC。 

 

23． 在测量金属块密度的实验中，小明先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将游码放到标尺左端的

零刻线处，调节平衡螺母，使天平横梁在水平位置平衡；小明将金属块放在调节好的

天平左盘内，改变右盘中砝码的个数和游码的位置，使天平横梁在水平位置重新平衡，

右盘中所放砝码及游码在标尺上的位置如图 9 甲所示；然后，小明将系好细线的金属

块放入盛有 50ml 水的量筒中，量筒中的水面升高到如图 9 乙所示的位置。根据实验过

程及现象，下列四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A．指针指在分度盘中央刻线处静止时，表明天平横梁在水平位置平衡了 

B．金属块的质量为 74g 

C．金属块的体积为 60 cm
3
 

D．金属块的密度为 7.4×10
3
 kg/m

3
 

 

 

 

 

 

 

 

 

点评：本题属于常规实验题。 

 

24． 小杨做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将焦距为 10cm 的凸透镜固定在光具座上 50cm 刻度线

处，光屏和点燃的蜡烛位于凸透镜两侧，实验前调整烛焰中心、透镜中心和光屏中心

在同一水平高度，如图 10 所示。则下列四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A．若蜡烛放置在 10cm刻度线处，移动光屏，在光屏上不能呈现烛焰清晰的像 

B．若蜡烛放置在 20cm刻度线处，移动光屏，可在光屏上呈现烛焰清晰放大的实像 

C．若蜡烛放置在 35cm刻度线处，移动光屏，可在光屏上呈现烛焰清晰放大的实像 

D．若蜡烛放置在 45cm刻度线处，移动光屏，可在光屏上呈现烛焰清晰缩小的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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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提出一个可探究的科学问题是进行科学探究的前提，四个选项都是新问题，可以比

较好的鉴别学生是否有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能够从科学探究角度进行区分和选择。本题答案BC。 

 

25． 下列问题中，属于可探究的科学问题的是 

A．用“仰仪”这种天文观测仪器观测太阳的位置有什么好处？ 

B．声波的波长越大，声波的传播速度越大吗？ 

C．编钟发出的声音的音调高低跟编钟的钟体大小有关吗？ 

D．家庭电路中电流的频率跟哪些因素有关？ 

点评：本题属于常规实验题。 

 

26． 小林想测量小灯泡的额定功率及正常发光时的电阻，小灯泡的额定电压为 2.5V，实验

电路如图 11 甲所示。实验中，当电压表示数为 2.5V 时，电流表示数如图 11 乙所示。

根据实验过程及现象，下列四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A．为使小灯泡正常发光，电压表示数应为 2.5V 

B．图 11 乙中的电流表示数为 2.5A 

C．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阻为 5Ω 

D．小灯泡的额定功率为 5W 

  

 

 

 

 

 

 

点评：本题情景新，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探究方法和技能。解题思路如下：比较保温效果可

以转化为比较“单位时间内保温筒外表面的温度变化”，所以，选项 A 正确。由图像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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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过程中，当恒温源温度大于室温时，单位时间内，甲材料保温筒外表面的温度变化

大，说明甲材料保温效果不好。所以选项 B 不正确，选项 C 正确。如果把两保温筒内 80℃

的恒温源换成-18℃的恒温源，其它条件不变，还可以通过这种实验方法进行比较，依然比

较单位时间内保温筒外表面的温度变化，由于恒温源温度低，室温高，所以单位时间内保

温筒外表面的温度下降的越多，说明材料的保温性能越不好。所以 D 选项错误。 

 

27． 为了比较两种新型保温材料甲和乙的保温效果，将这两种保温材料分别做成形状、结

构、厚度完全相同的保温筒，两保温筒内同时分别放置完全相同、温度均为 80℃的恒

温源，其截面图如图 12 所示。将两保温筒放在室温为 20℃的房间内，每隔 10min 测

量一次两保温筒外表面 A 点和 B 点处的温度，根据记录的实验数据绘制的图像如图 13

所示，图中图像Ⅰ表示保温材料甲做成的保温筒外表面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图像

Ⅱ表示保温材料乙做成的保温筒外表面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像。根据实验过程及图像，

下列四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A．可用单位时间内保温筒外表面的温度变化表示保温效果 

B．甲材料的保温效果比乙材料的保温效果好 

C．乙材料的保温效果比甲材料的保温效果好 

D．如果把两保温筒内 80℃的恒温源换成-18℃的恒温源，其它条件不变，则无法比较

甲、乙两种保温材料的保温效果 

 

 

 

 

 

 

 

 

 

点评：本题是考实验设计的另一种方式，思维量不减，但大大减少了书写量。学生需要根

据已有知识对探究方向和可能的探究方案进行评估和判断。本题答案BD。 

 

28．如图 14 所示的电路中， R1、R2 均为定值电阻，实验时，干电池两端电压会随电路中

电阻的变化而改变。在不拆改电路的情况

下，下列选项中的探究问题，利用这个电

路进行实验能完成的是 

A．电路中的电流一定时，电阻两端的电

压与电阻成正比吗？ 

B．电阻一定时，通过电阻的电流与电阻

两端的电压成正比吗？ 

C．电阻两端电压一定时，通过电阻的电

流与电阻成反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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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电阻一定时，电阻消耗的电功率与电阻两端的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吗？   

点评：本题涉及的概念都是学生学过的，但问题是新颖的，可以比较好的鉴别学生是否会

运用控制变量法进行实验设计。探究“物体所受重力大小与物体的质量的关系”是学生熟

知的实验。探究“液体内部压强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也是学生学过的。C选项需要学生明

确压强、压力、重力、受力面积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探究“物体所受滑动摩擦力

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也是学生学过的内容。本题答案BD。 

 

 

29．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探究物体所受重力大小与物体的质量的关系时，物体密度是需要控制的变量 

B．探究液体内部压强大小与液体的质量的关系时，液体密度是需要控制的变量 

C．探究物体所受压力大小与物体所受重力大小的关系时，物体的受力面积是需要控制

的变量 

D．探究物体所受滑动摩擦力大小与物体所受重力大小的关系时，物体对接触面的压

力是需要控制的变量 

点评：本题涉及的概念都是学生学过的，但问题是新颖的，可以比较好的鉴别学生是否会

运用控制变量法进行实验设计。探究“物体所受重力大小与物体的质量的关系”是学生熟

知的实验。探究“液体内部压强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也是学生学过的。C选项需要学生明

确压强、压力、重力、受力面积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探究“物体所受滑动摩擦力

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也是学生学过的内容。本题答案BD。 

 

30． 如图 15 所示是小成测量未知电阻 Rx的实验电路，电源两端电压不变，其中 R0为阻值

已知的定值电阻。当开关 S、S1闭合，开关 S2断开时，电流表示数为 I1；当开关 S、

S2 闭合，开关 S1 断开时，电流表示数为 I2。则下列四个选项中，Rx的表达式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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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本题是特殊方法测电阻的常规题。 

四、实验解答题（共 29 分，31~35 题、38 题各 2 分，36 题、37 题、39 题各 3 分，40 题、

41 题各 4 分） 

31．如图 16 所示，物体A的长度是________cm。 

 

 

 

 

 

 

 

 

 

 

点评：本题是考查基本技能的常规题。 

 

32． 图 17 所示的电阻箱的示数是________Ω。 

点评：本题是考查基本技能的常规题。 

 

33． 图 18 所示的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是________N。 

点评：本题是考查基本技能的常规题。 

 

34． 有一种用新型材料制成的电阻，小明通过实验探究该电阻大小与某个预想的因素是否

有关。他将该电阻、电流表和开关串联起来，接在电源两端。先用冷风使电阻降温，

闭合开关，观测电流表示数为I1，并记录，断开开关。再用热风使电阻升温，闭合开关，

观测电流表示数为I2，并记录。他发现：I1< I2。则小明所探究问题的自变量是：________。 

点评：该试题通过实验探究过程来确定实验探究的是什么问题，并找出实验探究问题中的

自变量。实验探究的情景清晰，学生易于判断。此题目有利于引导学生在物理学习中注重

观察和分析。对教师的教学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35． 在串联电路中，探究部分电路两端的电压U跟该电路中某个可变电阻R的关系

时，记录的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请根据表中数据判断：当电阻R=5Ω 时，电

压U=________V。 

 

 

 

点评：根据数据归纳结论的试题历年来的中考试卷中均有涉及，但今年试题与往年相比有

所变化。需要学生根据实验数据归纳出 U 与 R 的关系式，然后根据关系式推断出 U=4.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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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在验证电流产生磁场的实验中，小东连接了如图 19 所示的实验电路。他把小磁针（图

中没有画出）放在直导线 AB 的正下方，闭合开关后，发现小磁针指向不发生变化。

经检查，各元件完好，电路连接无故障。 

（1）请你猜想小磁针指向不发生变化的原因是________。 

（2）写出检验你的猜想是否正确的方法：________。 

 

 

点评：本试题的素材来源于课堂教学实际，是教学中的真问题，需要学生进行合理的猜想，

并通过实验检验自己的猜想。题目中给出的是学生常见的一个演示实验，学生对实验产生

的现象是熟悉的。试题开放性强，给了学生猜想的空间。 

37．为了比较活性炭和石英砂对泥水的过滤效果，小东选用的实验器材有：两个相同的下

端带有漏水小孔的透明圆柱形容器甲和乙，活性炭、锰砂、石英砂、鹅卵石四种过滤

材料。在甲容器里依次装入活性炭、石

英砂、锰砂、鹅卵石四种过滤材料，每

种材料的厚度均为 3cm，如图 20 甲所

示。在乙容器里依次装入石英砂、锰砂、

鹅卵石三种过滤材料，每种材料的厚度

均为 3cm，如图 20 乙所示。把摇晃均匀

的一瓶泥水分成相等的两份，分别缓慢

全部倒入甲、乙两容器中，发现经甲容

器过滤后的泥水比经乙容器过滤后的

泥水透明程度高。于是小东得出了结

论：活性炭对泥水的过滤效果比石英砂对泥水的过滤效果好。 

（1）请写出小东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2）请你针对小东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写出改正的步骤：            。 

点评：本题也是具有新情景的实验题，能够很好地鉴别学生是否会应用控制变量法解决实

际问题。 

38． 在探究“物体动能的大小与物体质量是否有关”的实验中，需要控制物体的速度大小

相等。为了控制物体的速度大小相等，小华选用了体积相等、质量不等的金属球 A 和

B，利用如图 21 所示的带滑槽的轨道进行实验。小华认为：如果 A、B 两球先后从轨

道上同一高度处由静止开始释放，则 A、B 两球到达轨道零刻度线处的速度大小相等。

小刚对小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请你根据实验需要，添加适当的器材，设计实验检验

小华的观点是否正确。请你写出检验的实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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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煤油的比热容/[J  (kg ℃)
-1

] 

水 4.210
3
 

煤油 2.110
3
 

 

点评：本试题的素材来源于物理教学实际，是教学中的真问题。在探究动能大小与质

量是否有关的实验探究中，都是让质量不等的小球从斜面的同一高度处滚下，撞击木块。

并告诉学生这样做就控制了速度相等。为了强化这一控制技术，在练习题中或过程性测验

中，还要问，“在探究动能大小与质量是否有关的实验探究中，都是让质量不等的小球从斜

面的同一高度处滚下目的是什么？”几乎没有人质疑是否真的相等。所以，本道试题可以

引导一线物理教师在教学中尽量减少将知识强加于学生，鼓励学生发现问题，大胆质疑。 

 

39． 浸在液体中的物体所受浮力为 F，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为 V，小明认为：任何情况下，

F 都与 V 成正比。请自选器材，设计实验证明小明的观点是错误的。 

点评：这是一道典型的证伪题，该题也是来源于教学实际，是教学中常出现的问题。在学

生知道试题中所提出的结论错在哪里的情况下，可用多种实验方法进行检验。本试题具有

一定的发散性。 

 

40．实验桌上有电源一个、开关一个、导线若干以及如图 22 所示的两个完全相同的保温烧

瓶。烧瓶内装有完全相同的温度计和阻值相等且不变的电阻丝 R，甲烧瓶内装有水，乙

烧瓶内装有煤油，水和煤油的质量相等，初温相同。水和煤油的比热容如下表所示。以

上器材均能满足实验要求，请利用上述实验器材，设计一个实验证明：液体温度的变化

与液体的比热容有关。请画出实验电路图，写出实验步骤，画出实验数据记录表格。 

 

 

 

 

  

 

 

 

点评： 该题是基于比热容概念改编的一道实验探究题，对学生而言，既熟悉又陌生。采用

电热结合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解决此题的关键是控制吸收热量相等。如果物理教

学重视概念建立的过程，重视做与思的结合，学生解答此题就会比较顺畅。 

 

 

41．实验台上有满足实验要求的器材：弹簧测力计 1 个，

所受重力为 1N 的钩码 2 个，带支架的杠杆 1 个。杠

杆上相邻刻度间距离均为 0.05m，刻线上下靠近杠

杆边缘处均有圆形小孔，可用来挂钩码或弹簧测力

计，如图 23 所示。请利用上述实验器材，设计一个

实验证明：“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时，如果动力臂

L1 保持不变，则 F1=k F2 L2” ，式中 F1表示动力，

k 是常量，F2表示阻力，L2 表示阻力臂。 

请写出实验步骤，画出实验数据记录表格。 

点评：本题是以杠杆平衡条件为背景改编的实验探究设计题，体现了对核心知识、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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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重视。对学生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如果物理教学能落实做与思的结合，学生解答此

题就会比较顺畅。 

五、科普阅读题（共 5 分，42 题 3 分,43 题 2 分） 

阅读《洛阳桥》回答 42、43 题。 

洛阳桥 

被誉为“福建桥梁状元”的洛阳桥坐落于福建泉州洛阳江上。又名“万安桥”， 如图

24所示。 

洛阳桥始建于北宋1053年，工程历时七年。桥原长

1200多米，宽约5米，有桥墩46座，扶栏500个，石狮28

个，石亭7座，石塔9座，规模宏大，是中国古代著名的

梁式石桥。桥由当时的郡守蔡襄主持兴建。 

洛阳桥的桥址位于江海汇合处，水深流急，建造桥

基十分困难，桥基随时可能陷落坍塌、甚至被冲入海。洛阳桥的建桥工程，规模巨大，结

构工艺技术高超，影响深远。像近代桥梁的“筏形基础”，在国外尚不足百年； “浮运架

梁法”今日还很通行；“种蛎固基法”将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堪称绝妙。关键性的工程

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首先在江中沿桥址中线，向江中抛填石料，形成一条横跨过江的矮石堤。石堤宽约 25 米，

而长度达 500 余米。     

然后，匠师们利用洛阳江里盛产牡蛎这一自然条件，在矮石堤上散置蛎房。由于牡蛎繁殖

力强，石堤里外间隙，成片成丛、密集繁生，两三年时间，就将原本松散的石堤胶结成一

牢固整体。同时，石堤经受浪潮往复冲击，逐渐密实，底层石料嵌入流沙，使整条石堤变

得格外稳固。这样筑成的桥墩底盘，用作桥基，即现代桥梁工程中的所谓“筏形基础”，既

增大了基础的面积，又增强了基础的整体性，能有效防止不均匀沉降。 

在“筏形基础”上，再用巨型条石，齿牙交错，互相叠压，逐层垒砌，筑成桥墩，墩的上

下游两头，俱作尖形，以分水势。墩基间亦置大量牡蛎胶粘，潮汐来去，不能冲动。两墩

间净孔，约在一丈五六尺。沿岸开采的石梁，预先放在浮排上，等到两邻近桥墩完成后，

即趁涨潮之时，驶入两桥墩间，待潮退，浮排下降，石梁即可落在石墩上，全桥石梁 300

余条，每条约二三十吨重，皆“激浪涨舟，浮运架梁”而成。 

洛阳桥的建成，为我国石桥建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历经地震、飓风、水患和战争，

洛阳桥经受了几百年的考验，依然屹立，堪称我国古代桥梁史上的伟大创举。 

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42． 经勘测发现某地块承载能力比较薄弱，如果要在该地块建筑一座高塔，容易发生局部

沉降或坍塌。为了避免发生局部沉降和坍塌问题，请你借鉴洛阳桥成功建桥的经验，

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并写出你的理由。 

点评：本题的素材选择具有历史意义的《洛阳桥》，学生通过阅读这份材料，可以了解我国古

代的造桥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对世界的贡献，从中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增强民族

自豪感。  

    解答本题，学生需要带着“问题”进行有目的的阅读，获取并筛选有价值的信息；还

要结合所学知识，展开想象解决实际问题。 

图 24 



能创新、创造是阅读学习的最高境界。学生只有学会创造，学会在实践活动中运用所学

的知识技巧去解释实际问题、学生的认识才会产生新的飞跃。 

43．如图 25 所示为洛阳桥船型桥墩的示意图，水流在桥墩前一分为二，沿柱面两侧向后流

动。 

（1）请写出洛阳桥桥墩被设计成船型的优点； 

（2）请你展开想象，就洛阳桥船型桥墩的设计

理念，举例说明还可应用在哪些方面。 

点评：这是一道常规的简单的电学计算题，既考查核心知识，又没有增加计算负担。 

六、计算题（共 6 分，每小题 3 分） 

44．如图 26 所示，电源两端电压 U 保持不变，电阻 R1 的阻值为 6Ω，电阻 R2 的阻值为 18Ω。

当开关 S 闭合时，电压表示数为 3V。 

求：（1）电流表的示数 I； 

（2）电源两端的电压 U。 

  

 

 

 

点评：这是一道常规的简单的电学计算题，既考查核心知识，又没有增加计算负担。 

45．图 27 是用滑轮组提升建筑材料 A 的示意图，在竖直向下的拉力 F 作用下，使重 900N

的建筑材料 A 在 5s 的时间里，匀速竖直上升了 1m，绳自由端匀速竖直向下移动了 2m。

在这个过程中，拉力 F 为 500N，滑轮组的机械效率为 η，拉力 F 做功的功率为 P。 

求：（1）滑轮组的机械效率 η； 

（2）拉力 F 的功率 P。 

  

点评：这是一道关于机械效率、功率的简单力学计算题，都是基

本公式的直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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