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中考物理复习专题 练习★★　实验题



(一)光学、热学实验

实验1：探究光的反射定律

1．(2024·长春)在“探究光反射时的规律”的实验中：



(1)将平面镜放在水平桌面上，将附有量角器的半圆形白纸板竖立在平面镜

上。使一束光贴着纸板分别沿AO、BO、CO入射，在纸板上观察到的光路

如图甲所示，说明反射角      

入射角。光束CO绕O点顺时针转过10°后的反射角为    度。

(2)图甲中，让一束光贴着纸板沿A′O入射，反射光沿OA射出，说明在反射

现象中，光路是      的。

(3)图乙中，要在右侧纸板上看到反射光，需将右侧纸板向    折。

等于

30

可逆

前



实验2：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2．(2024·山西)小明照镜子时，看到镜中自己的像，这个像有什么特点呢？

为此他进行了实验探究。

实验思路：

(1)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关键是要确定像的位置

和大小。

(2)可选用       作为平面镜观察像，先将点燃的蜡

烛置于镜前，再用一支外形相同未点燃的蜡烛在镜后移动，通过是否与像

重合来确定像的位置和大小，进而得到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玻璃板



实验过程：

(3)按照实验思路进行操作，观察蜡烛与像完全重合后，在纸上分别标记平

面镜、蜡烛和像的位置，并测量蜡烛和像到平面镜的      

，记录在表格中。试着用光屏承接平面镜后面的像，观察光屏上能否呈现

点燃蜡烛的像。

(4)换用两个相同的跳棋子、两块相同的橡皮重复上述操作。多次实验的目

的是                 。

实验结论：

(5)平面镜所成的像为    (选填“实”或“虚”)像，像与物体关于镜面对称。

距离

使结论具有普遍性

虚



3．(2024·江西)某同学的爷爷跟着电视节目学习太极拳时，因教练面向观众

授课，爷爷总是把左右动作做反。在该同学的建议下，爷爷向后转身，面

对墙上镜中的电视画面学习，有效地矫正了动作。为了帮助爷爷明白其中

的道理，他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分享“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过程。



【证据】

(1)将方格纸平铺在水平桌面上，用镀膜玻璃板作为平面镜      

放置在方格纸上。

(2)将一枚棋子作为物放在镜前两格处，取另一枚棋子在镜后移动，直到它

与物的像完全重合，从而确定像的位置，记录此时像与物到镜面的格数。

(3)改变物到镜面的格数，进行多次实验；根据像与物到镜面的格数关系，

判断像与物到镜面的      关系。

竖直

距离



(4)请你在虚线框内设计记录上述实验数据的表格(表一)：



(5)如图为两枚叠放的棋子，将其放在镜前，取数量适当

的棋子叠放在镜后并移动位置，直到与镜前棋子的像完

全重合，记录此时镜前与镜后棋子的数量。

(6)改变叠放的棋子数量，进行多次实验，记录结果如表二：



【解释】

(7)根据表二，每次实验镜后棋子与镜前棋子的数量      

，且与镜前棋子的像完全重合，可得结论：像与物的大小相等。

(8)借助方格纸可发现，像和物的连线与镜面     。

【交流】        

(9)分享完上述实验过程后，根据“像与物关于镜面对称”的特点，该同学与爷

爷面对面玩起了“照镜子”的游戏。该同学扮演物举起左手，爷爷扮演镜中的

像应举起    手。通过实验和游戏，爷爷明白了用镜子矫正动作的原因。

相等

垂直

右



实验3：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4．(2024·陕西)如图甲是小明做“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的实验装置。



(1)实验时，调节烛焰中心、凸透镜光心和光屏中心在同一高度，其目的是                  

。

(2)固定凸透镜的位置，将蜡烛放在距离凸透镜较远处，此时应移动     1 

直至出现最清晰的像，记录物距、像距、像的性质。

使像成在光屏中央

光屏



(3)改变物距，重复上述操作，多次实验，将实验数据记录在下表中。

凸透镜的焦距： f＝5.0 cm

分析数据可知：当物距大于凸透镜焦距时，物距减小，像距      。增大



(4)当光屏上出现清晰的像时，小明不小心用手指尖遮挡住了凸透镜的一部

分，这时光屏上     (选填“仍能”或“不能”)成烛焰完整的像。

(5)实验中，小明将自己的眼镜放在蜡烛和凸透镜之间，发现光屏上原来清

晰的像变模糊。将光屏适当靠近凸透镜后，光屏上再次出现清晰的像，由

此可判断小明配戴的是      (选填“近视”或“远视”)眼镜。

仍能

远视



(6)如图乙，当无人机在高空拍摄地面场景时，所成的像最靠近图丙中凸透

镜主光轴上的   (选填“a”“b”“c”或“d”)点。

(7)生活中常用的放大镜应用了表中第   次实验的成像规律。

b

4



5．(2024·烟台)在探究近视眼和远视眼成因与矫正的主题实践中，该小组

利用橡皮膜和注射器制作了水透镜来模拟眼睛的晶状体，打开夹子，通过

注射器向橡皮膜中注水或抽水，来改变橡皮膜凸起的程度，如图甲所示。

具体操作如下：



(1)将蜡烛、水透镜和光屏依次摆放在水平光具座上，点燃蜡烛，使烛焰、

水透镜和光屏三者的中心在         。

(2)将蜡烛放在离水透镜较远位置，移动光屏，直到屏上出现烛焰清晰的像，

如图乙所示，记下此时光屏所在的位置。

(3)用注射器向水透镜里加适量的水，水透镜对光的偏折能力变     ，此

时屏上的像变得模糊，这是模拟近视眼看远处物体的情况。将光屏慢慢

靠近水透镜，直到光屏上出现清晰的像，这说明近视眼所成的像在视网

膜的     。

同一高度

强

前方



(4)将光屏移回原来标记的位置，选择不同的眼镜在烛焰和水透镜之间前

后移动，直到光屏上出现清晰的像，如图丙所示，这说明矫正近视眼应配

戴    透镜。

(5)从水透镜里向外抽取适量的水，再次实验，探究远视眼的成因和矫正。

(6)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要增强保护视力的意识，做到科学用眼，积

极防控近视。请写出一条预防近视的措施：                        11                            

。

凹

读书姿势要正确(或不在光

暗的地方看书，不走路看书等
)



实验4：探究固体熔化时温度变化规律

6．(2024·武汉)某同学利用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探究冰熔化时温度的变化

规律，得到了如图乙所示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实验中要控制好烧杯

中的水温。



(1)根据图乙所示的图象中    

段温度的变化特点可知冰是晶体，在这段时间内，物质处于          态。

(2)该同学继续探究加有盐的冰块熔化时温度的变化特点。他将冰块放于易

拉罐中并加入适量的盐，用筷子搅拌大约半分钟，易拉罐的下部和底部出

现白霜，这些白霜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填物态变化名称)形成的。用温度计测量罐中冰与盐水混合物的温度，可以

看到混合物的温度     0 ℃。

BC

固液共存

凝华

低于



实验5：探究水在沸腾前后温度变化的特点

7．(2024·苏州)观察水的沸腾实验。



(1)按图甲组装器材，使用大试管可以适当缩短实验时间，也可以更好地观

察水沸腾前后     的变化。用酒精灯加热，水温达到88 

℃时开始读数，每隔1 min记录一次，第 3 

min时温度计示数如图乙所示，读数为    ℃。

气泡

94

时间/min 0 1 2 3 4 5 6 7 8

水温/℃ 88 90 92   96 98 98 98 98



(2)用表中数据在图丙上作出水温随时间变化的图象。

(3)由图可知，水的沸点为   ℃。

（如图所示）

98



(4)为研究沸点与气压的关系，用抽气打气两用气筒、橡皮塞等组装成如图

丁所示装置。用气筒      

(选填“抽气”或“打气”)，观察到水再次沸腾，记录此时的          

，多次实验可得出的结论是                     。

抽气

沸点温度 沸点随气压降低而降低



实验6：探究物质的吸热能力

8．(2024·齐齐哈尔)小姜利用如图甲所示的装置“比较不同物质吸热的情况”。



(1)器材：相同规格的电加热器、烧杯、温度计各两个，以及     

(填测量工具)、托

盘天平(含砝码)、水和煤油。

(2)选取两个相同规格的电加热器进行实验，目的是通过比较         

来比较物质吸收热量的多少。

(3)实验中选取初温不同、      

相同的水和煤油，分别倒入烧杯中，用电加热器加热，当它们吸收相同的

热量时，通过比较                    11                                       

。

秒表

加热时间

质量

升高的温度(温度变化

量或温度差)来比较不同物质吸热能力的强弱



(4)如图乙所示，小姜正确使用温度计测量液体的温度，按照图中   

(选填“A”“B”或“C”)方法读数是正确的；实验中某时刻温度计示数如图丙

所示为   ℃。

(5)部分实验数据如表所示，分析数据可得出结论：   

(选填“水”或“煤油”)的吸热能力更强。

B

66

水



(二)力学实验

实验1：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

1．(2024·吉林)如图是“测量物体运动的平均速度”实验装置。



(1)为便于测量小车在斜面上的运动时间，应使斜面保持很      的坡度。

(2)B为AC中点，sAC＝1 

m，两次实验小车都从A点由静止下滑，到达C点所用时间为2.8 

s，到达B点所用时间为2 s，则小车通过AB段的平均速度为     m/s。

(3)由实验可得：小车在下滑过程中速度越来越    。

平缓

0.25

快



实验2：测量物体的质量

2．(2024·合肥瑶海区模拟)用天平测盐水的质量：

(1)把天平放在水平桌面，并进行调平，如图甲所示，小明在操作上存在

错误，你认为错误之处是                                       。调节天平平衡时，游码没有调到零刻度线上



(2)改正错误后，用天平测出空烧杯的质量m0＝50 g。

(3)向烧杯内倒入适量的盐水，并把烧杯放入左盘，向右盘添加砝码，当加

入最小的砝码时指针向右偏，接下来的正确操作是                    

1         。

(4)天平右盘砝码及游码所在位置如图乙所示。被测盐水的质量为m＝   g。44

取下最小砝码，向右

移动游码



实验3：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

3．(2024·重庆A卷)“混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收集逐渐成为市

民好习惯。小吴同学在家里收集到一个废旧水龙头，同学们想通过测量密

度知道它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



(1)小吴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游码移到零刻度线，发现天平的左盘较

高，应将平衡螺母向    调节，直至指针对准分度盘的     

刻度线。将水龙头放在天平左盘，向右盘加减砝码并移动游码，天平平

衡时如图甲所示，测得水龙头质量为      

g；然后用溢水杯、水、小烧杯、细线和天平测出水龙头的体积并算出密

度。

左 中央

181.4



(2)小欣提出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密度更方便。她先用弹簧测力计测出水龙头

的重力；然后将水龙头浸没在水中静止，发现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减小了2

小格，这是因为水龙头受到竖直向    

的浮力，此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如图乙所示为     

N；小欣计算出水龙头的密度是     g/cm3。

(3)同学们对实验进行交流评估，认为      

同学测得的密度误差较大，主要原因是                                

。

上

1.4 4.5

小欣

弹簧测力计的分度值大，精确度小



4．(2024·广西)小明在测量花生油和实心物体A密度的实验中：

(1)把天平      

放置，游码放在标尺左端的零刻度线处，发现指针静止时如图甲所示，则

应将平衡螺母向    调节 (选填“左”或“右”)，直到横梁平衡；

水平

右



(2)将花生油倒入空烧杯，用天平测得其总质量为79 

g；再将烧杯中的花生油倒入量筒中，测得量筒中油的体积为60 cm3

；用天平测量剩余花生油和烧杯的总质量时，如图乙所示，用手拿砝码的

做法       

(选填“规范”或“不规范”)，当横梁再次平衡时如图丙所示，则剩余花生油和

烧杯的总质量为    g，花生油的密度为         kg/m3。

不规范

25 0.9×103



(3)在测量A的密度时，不慎碰坏了量筒，于是利用矿泉水瓶代替量筒继续

进行实验，实验步骤如下：

①测出A的质量m1；

②往矿泉水瓶中灌满水，拧紧瓶盖后擦干瓶子，测出其总

质量m2；

③                                        ，测出其总质量m3；

④求得A的密度为ρ＝                 (用ρ水、m1、m2和m3来表示)。

将A放入矿泉水瓶中，拧紧瓶盖后擦干瓶身



实验4：探究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5．(2023·聊城)利用如图所示的装置，探究“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1)让小车从同一高度由静止滑下，目的是控制小车每次滑到水平面时

的     相同。

(2)实验通过观察   (选填字母)来反映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A．小车滑行的距离           B．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速度

A



(3)由实验可以知道，小车在     

(选填“棉布”或“木板”)表面上运动时，速度减小得慢。

(4)下列对此实验的分析或推理正确的是   。

A．实验中运动的小车会停下来，说明运动要靠力来维持

B．如果小车在水平面运动时不受阻力，它就不会停下来

(5)实验完成后，同学们在一起讨论运动和力的关系，其中观点正确的是   

。
A．物体受力，运动状态一定改变
B．物体不受力，一定会保持静止
C．物体运动，一定受到力的作用
D．物体运动状态改变，一定受力

木板

B

D



实验5：探究滑动摩擦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6．(2024·枣庄)小华在探究“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实验时，

所用实验器材及装置如下图所示。



(1)小华用力推箱子在水平面上运动时，发现箱子越重，推起来越费力，由

此猜想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可能跟           

有关；水平面越粗糙，推起来越费力，由此猜想滑动摩擦力的大小可能跟                  

有关。

(2)在实验中，小华用弹簧测力计水平拉动木块，使木块做          

运动，此时弹簧测力计对木块的拉力与木块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大小相等。

压力的大小

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匀速直线



(3)小华按要求进行实验，弹簧测力计的示数如图甲、乙、丙。小明多次实

验后得出结论：在压力大小一定时，接触面越粗糙，滑动摩擦力     

；在接触面粗糙程度一定时，压力越大，滑动摩擦力      

。在实验中，小华用到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转换法和            。

越大

越大

控制变量法



(4)联想到“雨天路滑”，小华猜想：除了接触面材料，接触面上有水也可能

影响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于是他在桌面上注水后再次实验，发现多次测出

的摩擦力都比没注水时    

(选填“大”“小”或“相等”)。通过讨论和查阅资料知道：在木块和桌面之间形

成一层水膜充当了润滑剂。 

小



实验6：探究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7．(2024·宜宾)某兴趣小组利用如图所示器材，探究“液体压强跟哪些因素

有关”。



(1)实验前，利用U形管、橡皮管、扎紧橡皮膜的探头、红墨水等组装成压

强计，放在空气中静止后，发现U形管两边的液面出现如图甲所示的情景，

接下来正确的调节方法是    (填写正确选项前的字母)。

A．将U形管右侧高出部分的液体倒出

B．向U形管中继续盛装液体

C．取下橡皮管，重新进行安装

C



(2)压强计是通过观察U形管两端液面的        

来显示橡皮膜所受压强大小的仪器。

(3)通过比较图中        

两个实验，是为了探究液体的压强与液体深度的关系，这种实验研究方法

是         法，依据得出的结论，拦河大坝要

做成          (选填“上窄下宽”或“上宽下窄”)的形状。

( 4 )某 次 实 验 测 得 压 强 计 中U形 管 左 右 两 侧 液 面 的 高 度 差 为8  

cm，则橡皮管内气体的压强与大气压之差为      Pa。(ρ红墨水 ＝1.0×103 

k g / m3 ， g 取

10 N/kg)

高度差

乙、丙

控制变量

上窄下宽

800



(5)利用如下图戊的实验器材进行拓展实验：容器中间用隔板分成A、B两部

分，隔板底部有一小圆孔(用C表示)，用薄橡皮膜封闭，橡皮膜两侧压强不

同时，其形状会发生改变。如图己，当在A中盛水，测得深度为12 

cm，在B中盛某种液体，测得深度为15 

cm，此时C处橡皮膜形状刚好不改变，则B中液体密度ρ液＝          

kg/m3。(ρ水＝1.0×103 kg/m3)

0.8×103



实验7：探究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8．(2024·重庆B卷)小渝和同学们利用一长方体物块来探究影响浮力大小的

因素。



(1)将物块竖放后挂在弹簧测力计上，测出物块的重力为2.7 

N，然后将物块部分浸入水中，发现测力计示数减小的同时水面升高了，说

明物块受到了竖直向   

的浮力，并且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与放入物块前相比      

。当测力计示数如图甲所示时，浮力为    N。

上 增大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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