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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考试依据 

初中阶段学业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

性考试，考试成绩既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

准的主要依据，也是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重要依

据之一。 

Ⅱ、能力要求 

物理科目命题要全面考查学生在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达到《物

理课程标准》所规定要求的程度，为确定学生的

初中物理学业水平提供客观公正的依据，为高一

级学校录取新生提供主要依据。 

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体现

“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努

力创设能引起学生兴趣和联系实际的情景，联系

实际要注意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对复杂的实际

事物将适当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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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科学探究能力和实验技能的考查。探究

性试题要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提倡在新的情景

中考查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避免将科学探究分

解为生搬硬套的知识和按部就班的程序进行考

查的偏向。 

  要重视考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对“知识与技能”的考查应立足于具体的情

境，不要简单地停留在知识的再现和记忆上，要

避免盲目拔高，强调灵活地运用基础知识进行分

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命题思想，进一步引导教

学，促进学生的有意义学习。 

  适度渗透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考查，进一

步反映物理、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但应结合

在具体的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考查中进行，避免标

签化和形式化。 

要命制一定比例的开放性试题，但要注意把

握试题的开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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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题设计中要重视人文思想的渗透，运用

多种形式的语言表述，而且清晰准确，具有亲和

力。 

  要重视解题过程的考查而远离烦琐的计算。 

进一步探索既能反映学生学业水平，又能对

物理教学产生积极影响的新题型。积极尝试以课

外的综合材料为试题背景，拓展试题的资源、丰

富试题的形式。 

Ⅲ、考试范围及要求 

考查内容不应受教材内容的制约。应考查物

理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基本过程和方法；考

查运用物理知识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进行科学

探究与物理实验的能力；考查关于物理、技术和

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以及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体现等。 

根据《物理课程标准》的要求，物理学科学

业考试的考查内容包括科学探究和科学内容，其

中科学内容包括物质、运动和相互作用、能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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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题。具体考查内容和基本要求参照《物理课

程标准》执行。 

Ⅳ、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闭卷、书面作答的方式；考

试时间，与化学合卷共 150 分钟；试卷满分：理

科综合共 150 分，其中物理部分占 80 分。 

2、试卷结构：一般来说，物理试题由易、

中、难三个层次题目组成，整卷难度约为 0.7。

全卷由第Ⅰ卷（选择题，占 30 分）和第Ⅱ卷（非

选择题，包括填空题、作图与简答题、实验与探

究题、计算题五种题型，占 50 分）组成，共 80

分。物理试卷总题数控制在 23 个左右。试题内

容和各题型大约分值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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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山西省中考物理试题分析 

 

二、选择题 

11、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的估测能力，

意在引导学生从物理的角度关注自身。四个选项

中涉及到长度、速度、压强、重力四个物理量，

其中步行速度和对地面的压强的估算较难，需要

学生既会估测，也会估算，同时还会单位换算。 

课标要求对物质世界从微观到宏观的尺度

有大致的了解，能说出生活环境中常见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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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能根据生活日常经验估测时间和长度等，可

见，估测能力是学生必备的一种重要能力。对速

度大小、质量大小、面积大小虽然没有直接的估

测要求，但学生应对这些物理量单位的大小有感

性认识，这也是学生估测能力的必要拓展。在中

考命题时一般应对学生周围的事物为背景，避免

学生不熟悉的物体或情景。 

12、分析：本题考查物态变化中六种现象的

区别。物质由固态直接变成气态叫做升华，由气

态直接变成固态叫做凝华。樟脑丸变小了，说明

樟脑由固态直接变为气态，属于升华现象；冬天

玻璃上冰花的形成，深秋草木上白霜的形成，都

是由空气中的水蒸气凝华形成的；露是空气中的

水蒸气液化形成的。只有弄清楚自然界中一些物

态变化过程，并对照概念，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该题属于简单题，课标要求能区别固、液、

气三种物态，通过实验探究物态变化过程。能用

水的三态变化解释自然界中一些水循环现象。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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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应用所学物理知识解释身边的一些物理现

象，会使学生产生亲近感、成就感，这是从生活

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具体体现。 

13、分析：本题是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

光的折射的应用实例，要求学生理解并区分三种

光现象。日偏食、世博会夜晚灯光是光的直线传

播形成的；斑马的倒影是光的反射形成的；水面

折射是光的折射形成的，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

一种介质时，它的传播方向发生改变的现象叫光

的折射，花枝放入盛水的杯中，看到花枝在水面

折断，是因为水中花枝发出的光射到水与空气的

界面时传播方向改变了，人眼逆着光线看去，看

到水中花枝的像，好像花枝在水面处折断了。 

课标要求：通过实验，探究光在同种均匀介

质中的传播特点，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和折射规

律。规律就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

的联系，规律是客观的，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

灭，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总是以其铁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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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起着作用，规律包含定律。在初中阶段，对

光的反射定律可以定量研究，对于光的折射规律

一般只定性研究。 

14、分析：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应用了物理

知识，本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物理现象及对应的

物理原理，让学生判断对应关系是否正确，目的

是引导教师在教学时，要体现“从生活走向物理，

从物理走向社会”的课改理念，要理论联系实际。

用针管把药液推入人体内与把药液吸入针管内

所用到的物理原理是不同的，前者应用了压力和

压强知识，后者应用了大气压强。高压锅容易将

食物煮熟，利用了气压与沸点的关系。没有

将地面上的箱子推动，此时箱子静止不动，所受

的力是平衡力，摩擦力的大小等于推力的大小。

飞机能够腾空而起，利用了机翼上下表面空气的

流速不同，压强不同，所以该题正确答案是 C。 

课标要求：通过实验探究，初步了解流体的

压强与流速的关系，了解大气压强。尝试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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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与物质的熔点或沸点联

系起来，高压锅就是应用物质沸点的例子。知道

二力平衡条件，既能根据力的三要素判断已知二

力是否是平衡力，又能根据物体的运动状态判断

二力是否平衡。 

15、分析：内能、机械能、电能是初中物理

所学的三种主要能量形式。物体内部所有分子热

运动的动能与分子势能的总和叫做物体的内能，

由于分子运动快慢与物体的温度有关，分子间作

用力与分子间距离有关，分子数的多少与物体质

量有关，因此，物体的温度、体积与质量是内能

大小的宏观表现。在初中阶段，主要讨论内能与

物体温度的关系，在相同的物态下，物体温度越

高，分子热运动越剧烈，其内能越大。一切物体，

不论温度高低，都具有内能，所以，0℃的冰具

有内能。做功和热传递是改变物体内能的两种方

法，所以吸收热量并不是改变内能的唯一方法。 

课标要求：了解内能的概念，能简单描述温

(2011)山西中考物理科目说明和试题分析和中考复习策略 --第9页

(2011)山西中考物理科目说明和试题分析和中考复习策略 --第9页



 

度和内能的关系。对照课标要求，此题已考到“理

解”层次，这是因为内能概念过去属于理解范围，

教师及命题者均有延续的惯性。 

16、分析：判断简单机械在使用时是费力杠

杆还是省力杠杆，关键是先确定支点，再比较动

力臂与阻力臂的大小关系，若动力臂大于阻力臂

则属于省力杠杆，若阻力臂大于动力臂则属于费

力杠杆。由图可知，剪子、起子、钢丝钳在使用

时属于省力杠杆，镊子在使用时属于费力杠杆，

所以该题的正确选项是 C。 

课标对这部分内容没有明确要求，但学会使

用简单机械改变动力的大小和方向的前提是会

画力臂并知道杠杆平衡条件，知道为什么在生活

和生产中要应用杠杆，以及如何使用杠杆。根据

全省教学实际，科学合理地增加这部分内容是必

要的。 

17、分析:要使通电螺线管磁性增强，一般

有三种方法：增大电路中的电流，在螺线管中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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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铁芯，增加线圈的匝数。很明显本题是通过改

变滑动变阻器滑片 P 的位置，从而改变电路中电

流的大小，进而改变电磁铁性的强弱。当滑动变

阻器滑片 P 向左移时，变阻器连入电路的电阻减

小，通过电磁铁的电流变大，其磁性增强，所以

该题的正确选项是 D。如果本题不移动滑动变阻

器滑片，也可以增大电源电压，如增加串联电池

的个数，显然选项 A 不正确。增加通电时间不影

响螺线管的磁性，所以选项 B 也不正确。 

课标要求通过实验探究通电螺线管外部磁

场的方向，它是过程性要求。对螺线管磁性强弱

与哪些因素有关未作明确要求，因为螺线管是电

磁铁和电磁继电器的主要部件，在工业和生活中

有广泛应用，所以以恰当的形式进行适当考查有

利于物理与技术的联系。 

18、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近视眼的成因及其

矫正，是透镜对光作用特点、凸透镜成像规律的

应用和拓展。人的眼睛相当于一架照相机，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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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角膜的共同作用相当于一个凸透镜，它把来

自物体的光会聚在视网膜上，形成物体的像。和

照相机不同的是人眼靠调节晶状体的平凸程度

来获得清晰的像的，一般来说，近视眼的晶状体

太厚，折光能力太强，来自远处某点物体的光会

聚在视网膜前，在眼睛前放一个凹透镜，利用凹

透镜对光线的发散作用，就能把来自远处物体的

光会聚在视网膜上。某同学是近视眼，戴上眼镜

能看清书上的字迹，当他摘下眼镜时字迹成像在

视网膜前，若要仍能看清书上的字迹，可行的办

法是让书靠近眼睛，视网膜上所成的像是倒立

的，所以该题的正确答案 A。 

课标要求认识凸透镜的会聚作用和凹透镜

的发散作用，探究并知道凸透镜的成像规律，了

解凸透镜成像的应用。凸透镜成像的应用主要是

放大镜、照相机和投影仪，人眼成像的性质与照

相机相同，但人眼成像的调解过程与照相机一般

不同，人眼是通过调节物距和焦距在视网膜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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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像的。近视眼、远视眼的成因及矫正是透

镜特点及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具体应用，与学生自

身密切相关，是物理走向生活的重要素材。 

19、分析：此题考查的知识点包括电路连接

知识、并联电路的特点、欧姆定律以及电压表的

连接和使用，属于电学综合题。解答此类题的一

般步骤是：先认识电路是串联电路还是并联电

路；然后确定电流表测得通过哪一段电路的电

流，电压表测得哪个用电器两端的电压；最后，

根据欧姆定律和串、并联电路的特点从整体到局

部确定电流表和电压表的示数变化。该题中灯泡

亮度能代表该支路电流的大小。 

课标要求能连接简单的串联电路和并联电

路；理解欧姆定律，并能进行简单的计算。对串、

并联电路的特点以及滑动变阻器没有明确的要

求。根据我省的初中物理教学实际以及初中物理

的发展趋势，学业考试可以增加这部分内容。 

20、分析：两块橡皮泥质量相等，说明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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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重力大小相等，当把它们分别捏成实心球状

和碗状，轻轻放到水面，静止之后，实心球橡皮

泥沉到容器底部，碗状橡皮泥漂浮在水面，根据

浮沉条件和物体漂浮时浮力与重力的关系可知：

实心球所受的浮力小于它所受的重力，碗状橡皮

泥所受的浮力等于它所受的重力，而两者重力相

等，所以实心球橡皮泥所受的浮力小于碗状橡皮

泥所受的浮力。若该题从阿基米德原理角度去考

虑，则不容易得到正确答案。 

课标要求知道物体的沉浮条件，知道阿基米

德原理。浮力知识是力学中综合性最强的知识，

它与体积、质量、密度、二力合成、二力平衡以

及压强知识紧密相关，涉及的知识点多，而且要

求学生有较强的分析推理能力，浮力题往往成为

考试中的难题。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浮力

题在现阶段往往呈现出难易适度的特点。 

六、填空题 

29、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声音的产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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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声音的特性。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丙声

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如固体、液体和气体）。不

同的人声音的音色不同，可根据音色辨别人。声

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而电磁波可以在真空中传

播。在第二空中应答“空气”中，若答“空”中

则不确切。 

课标要求通过实验探究，初步认识声音产生

和传播的条件。了解乐音的特性，音调、响度和

音色是声音的三大特性，观众能区分宋祖英和成

龙的声音，是由于他们声音的音色不同。 

30、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分子动理论中的扩

散现象，扩散现象证明一切物质的分子都在不停

地做无规则的运动。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剧烈，

扩散越快。通过直接感知的扩散现象来推测无法

直接感知的分子运动情况，这是物理学很重要的

一种研究方法。 

课标要求通过观察和实验，初步了解分子动

理论的基本观点，并能用其解释某些热现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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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一切物质的分子都

在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分子之间同时存在

引力和斥力。判断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是否属

于扩散现象，主要看运动的对象是否是分子，而

且这种运动应是无规则和自发的。 

31、分析：此题考查了能的概念、分类及转

化。导弹上升过程中，由于高度在不断增加，其

重力势能将不断增大。在上升过程中因与空气摩

擦而生热，其内能将增大。做功和热传递是改变

内能的两种方式，显然因摩擦而生热是通过做功

的方式改变物体的内能。 

能量的转化和守恒是自然科学的核心内容

之一，从更深的层次反映了物质运动和相互作用

的本质。课标要求能通过实例了解能量及其存在

的不同形式，认识不同形式的能量可以相互转

化。在初中阶段要重点认识机械能、内能、电能，

了解核能和化学能，并能在具体情境中识别。 

32、分析：理解和区分有用功、额外功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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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是解决机械效率的关键。此题中把重 400N 的

货物匀速提高 2m 是目的，克服重力所做的功是

有用功；克服动滑轮重以及克服摩擦力所做的功

是额外功；用 250N 的拉力拉了 4m 长所做的功是

总功；有用功与总功的比值就是装置的机械效

率。 

课标要求理解机械效率，说明计算机械的机

械效率很重要，一般来说，计算机械效率的机械

应尽量简单。 

33、分析：这是一道有关电能和电功率的计

算题，同时涉及到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的概念，

一只“220V  60W”的白炽灯正常工作 10min，

消耗的电能 W=Pt=60W×10×60s=36000J。如果

用 11W 的节能灯取代 60W 的白炽灯，每年正常工

作 2000h，那么一盏灯一年可节约的电能

W=(60-11)/1000kW×2000h=98kW·h，即可节约

98 度电。 

课标要求理解电功率和电流、电压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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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能进行简单计算，能区分用电器的额定功

率和实际功率。求用电器的电功率是教学和考试

的重点内容，学生必须熟练掌握。 

七、作图与简答题 

34、分析：我们知道光从一种物质斜射向另

一种物质时，传播方向一般会发生改变，这就是

折射现象。该题的关键是确定入射点 O，A＇为

水面下的物体 A 经光的折射所成的像，则 A＇b

的连线与水面的交点即为入射点 O，然后连接

AO，则 AO 为入射光线，Ob 为折射光线。 

课标要求探究并了解光的折射规律，对光的

折射作图只要求简单情况，即仅限于光从空气射

入水中或其他介质中。 

35、分析：这是一道有关惯性问题的简答题，

回答惯性问题一般分三步，即明确物体原来的运

动状态；在力的作用下，谁的运动状态发生了改

变；谁由于惯性还有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从而

导致现象的发生。在本题中，堆放在车厢内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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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原来随货车一同做高速运动；当货车遇突发事

件紧急刹车时，货车紧急减速很快停止；钢管由

于惯性还要保持原来的高速运动状态，继续向前

运动，于是便进入前面的驾驶室，造成三人严重

伤亡的重大事故。 

课标要求通过实验探究，理解物体的惯性，

能表述牛顿第一定律。从课标角度看，在初中阶

段惯性、惯性现象、惯性问题比牛顿第一定律要

重要，这是因为惯性现象在学生的生活之中比比

皆是，惯性知识相对牛顿第一定律更具基础性。 

八、实验与探究题 

36、分析：本题 a、b 两问考查了天平的使

用和读数，c、d 考查了量筒的读数及密度的计

算，该题属于密度实验和计算中的简单题。密度

是物质的一种特性。描述相同体积的不同物质所

含质量不同的特性，物质密度的测量是初中物理

的重要实验之一，测量小麦的密度关键是测量小

麦样品质量和体积，该题中质量用托盘天平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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