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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考物理真题+实验题 

一．实验探究题（共 28 小题） 

1．某实验小组用两套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分别研究海波和石蜡的熔化过程。 

 

（1）如图乙所示，温度计显示的是石蜡在某时刻的温度，它的示数是        ℃。 

（2）海波熔化过程中不断        （填“放出”或“吸收”）热量，温度        （填“升高”、

“不变”或“降低”）。 

（3）两支试管中分别盛有海波和石蜡，当两者全部熔化后，该实验小组继续研究海波和石蜡的凝固过

程。将两支试管从烧杯中取出，静置于空气中自然冷却，每隔 2min 同时记录一次温度，根据记录数据

在同一个图象中画出它们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丙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填标号）。 

A.石蜡的凝固点为 48℃ 

B.实验室内环境温度为 20℃ 

C.0～15min 内的任一时刻，石蜡和海波的温度都不可能相同 

2．用 F 为焦点，焦距为 f 的凸透镜探究成像规律，在实验中： 

 

（1）发光物体和凸透镜的位置如图所示，图中光屏未画出，光屏上所成清晰的像在图中      （填

数字序号）区域，像的箭头方向是竖直向      的，像的大小比发光物体要      。 

（2）将光屏放在凸透镜右侧，发光物体放在 A 处，发现无论怎样调整光屏的位置，在光屏上都无法得

到发光物体的像。撤去光屏，从凸透镜右侧向凸透镜看去，观察到发光物体的像，此像到凸透镜的距离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发光物体到凸透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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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中： 

 

（1）调节平衡螺母，使杠杆在不挂钩码时，保持水平并静止。选取若干个质量均为 50g 的钩码，在杠

杆两侧分别挂上不同数量的钩码，移动钩码，使杠杆重新在水平位置平衡，分别记下 F1、F2、l1、l2 的

数值。重做几次实验，部分实验数据如表所示。 

次数 动力 F1/N 动力臂 l1/cm 阻力 F2/N 阻力臂 l2/cm 

1 3.0 5.0 1.5 10.0 

2 2.0 15.0 2.0 15.0 

3 1.0 25.0 2.5 10.0 

…… …… …… …… …… 

由表中数据可得，F1、F2、l1、l2 之间的关系式是               。 

（2）①在第（1）问的某次实验中，杠杆右侧挂了 4 个钩码，左侧用弹簧测力计竖直向下拉，当杠杆在

如图甲所示位置静止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是         N。 

②保持杠杆右侧所挂 4 个钩码的位置不变，取下弹簧测力计，在杠杆右侧用弹簧测力计沿竖直方向拉杠

杆，当杠杆再次水平并静止时，弹簧测力计对杠杆的拉力为 F＝1.5N，请在图乙中画出弹簧测力计对杠

杆的拉力 F 的示意图及其力臂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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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红同学用下列器材探究电流与电阻的关系：干电池 4 节，定值电阻 R（10Ω、15Ω、20Ω 和 25Ω），电

流表 A（量程 0～0.6A 或 0～3A），电压表 V（量程 0～3V 或 0～15V），滑动变阻器，开关，导线若干。

在实验中： 

 

（1）①如图乙所示，电压表量程为 0～15V，电流表量程为 0～0.6A，定值电阻 R＝10Ω，请根据图甲

在图乙中补画 2 根导线，将实物电路连接完整。 

②确认电路连接无误后，闭合开关，电压表示数如图丙所示，则电源电压是      V。 

（2）断开开关，将电压表量程改为 0～3V，并联接在图甲中的 A、B 两点，检查电路无误后，闭合开

关，向左移动滑片 P，当电流表示数为 0.24A 时，记下电压表的示数，设此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

值为 RP1，接着将 10Ω 的定值电阻更换为 15Ω 的定值电阻，重做实验，当观察到电压表的示数是         

V 时，记下电流表的示数，设此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值为 Rp2，则 RP2﹣RP1＝        Ω。 

（3）小红同学继续进行实验，将 15Ω 的定值电阻更换为 20Ω 的定值电阻，闭合开关，发现滑片 P 在最

右端时，电压表示数为 2.7V。为了能用 20Ω 和 25Ω 的定值电阻继续完成实验，应将实物电路中的滑动

变阻器更换为              （填“25Ω 2A”“30Ω 2A”或“50Ω 1.5A”）的滑动变阻器。 

5．在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特点的实验中，某组同学用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进行了两次实验，两次实

验所用水的质量相同。 

 

（1）实验中可以看到，水沸腾时形成大量的气泡不断上升、       （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到水面破裂开来，里面的水蒸气散发到空气中。水蒸气遇冷        （填“汽化”“液化”“升华”或

“凝华”），在烧杯口周围形成“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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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两次实验发现，水在沸腾过程中，虽然水的温度保持不变，但必须        。 

（3）图乙是该组同学第二次实验绘制的图象，第一次实验中同学们发现，水沸腾前每加热 2min 温度升

高 5℃，则图乙中 t0＝       ℃。 

6．某同学用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探究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1）两次实验中让同一辆小车从同一斜面             滑下，目的是使小车进入水平面的初速度相

同。 

（2）由实验可以看出，运动的小车所受的阻力        ，向前滑行的距离变大。伽利略对类似的实

验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推测：如果物体受到的阻力        ，速度就不会减小，物体将以恒定不变

的速度永远运动下去。 

（3）两次实验中，小车在水平面上最终都会静止下来，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          。 

 

7．某同学用如图甲所示的电路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小灯泡的额定电压是 3.8V。 

 

（1）图甲中有一根导线接错了，请你在这根导线上打“×”，并补画出正确的那根导线。 

（2）正确连接电路后，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电流表示数如图乙所示，则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流是         

A，小灯泡的额定功率是          W。 

（3）测出小灯泡额定功率后，该同学接着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当电流表的示数为 0.32A 时，电压

表的示数不可能是        （填标号）。 

A.3.9V    B.4.0V    C.4.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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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的实验中，甲图中小桌放在海绵上，乙图中在桌面上放一个砝码，丙

图中桌面朝下，并在其上放一个同样的砝码。 

 

（1）在三次实验中，均用海绵被压下的深浅，来显示小桌对        的压力作用效果。 

（2）比较         两图可以初步得出实验结论：压力大小相同时，受力面积越大，压力作用效果越

不明显。若想通过比较甲、丙两图也得出相同的实验结论，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 

下列事例中，直接应用该结论的是      （填序号）。 

①有些课桌的边缘设计成圆弧形状 

②水壶的壶嘴和壶身设计成相同的高度 

③交通管理部门规定，货车每一车轴的平均承载质量不得超过 10t 

9．某同学用如图所示的装置研究电磁感应。 

（1）如图甲所示，保持蹄形磁体竖直放置，使导体 AB 从图示位置向上运动，电路中      （填“无”

或“有”）感应电流。 

（2）如图乙所示，保持线圈不动，使蹄形磁体快速向左运动，电流表指针      （填“不会”或“会”）

偏转。 

（3）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装置有           （填“电铃”“扬声器”“电磁起重机”或“动圈式

话筒”）。 

10．某实验小组用如图甲所示的装置比较水和煤油的吸热本领。 

 

（1）加热前，在一个烧杯中倒入 240mL 的水，为了使水和煤油的质量相同，需要在另一个相同烧杯中

倒入         mL 的煤油。（ρ 水＝1.0×103kg/m3，ρ 煤油＝0.8×103kg/m3） 

（2）用两个相同规格的电加热器来加热水和煤油，每隔 1min 记录一次温度，整个实验操作无误。图乙

中，若图线②反映水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则图线      （填序号）可以反映煤油的温度随时间

的变化规律，加热过程中，煤油的热值        （填“变大”、“不变”或“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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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时停止加热，在相同质量的水和煤油温度降低的过程中，水放出的热量与降低的温度 

之比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煤油放出的热量与降低的温度之比。 

11．某同学用下列器材测量定值电阻的阻值： 

干电池 2 节，电流表 A，电压表 V，滑动变阻器（规格“30Ω，2A”），开关及导线。 

（1）他连接了如图所示的电路，接错了一根导线，请你在这根导线上打“×”，并补画出正确的那根导

线。 

（2）正确连接电路后，闭合开关前，应将滑动变阻器                。 

（3）他按正确步骤进行了 3 次实验，记录数据如表所示，此定值电阻的阻值为          Ω（结果

保留一位小数）。 

数据序号 1 2 3 

电压 U/V 1.2 1.8 2.5 

电流 I/A 0.10 0.15 0.20 

（4）为了使并联在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表的示数为 0.5V，在不增加器材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措施

是             。 

（5）他将上述实验中的定值电阻换成额定电压为 2.5V 的小灯泡，用同样的方法测定小灯泡的电阻。当

电压表的示数为 0.2V 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0.10A；当电压表的示数为 2.4V 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0.30A；

则电压表的示数为 2.0V 时，电流表的示数可能为           （填“0.20A”“0.25A”“0.28A”或

“0.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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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的实验中，某同学所用器材如图甲所示，其中长木板 B 的表面比 A

的表面更粗糙，物块各表面的粗糙程度均相同，它的长、宽和高分别是 10cm、8cm 和 6cm。 

 

将物块放在水平放置的长木板上，再把砝码放在物块上，用弹簧测力计水平拉动物块，沿长木板做匀速

直线运动，实验记录如表： 

实验次数 物块放置情况 接触面 压力情况 弹簧测力计示数 N 

1 平放 A﹣物块 100g 的砝码放在物块上  

2 平放 B﹣物块 100g 的砝码放在物块上 2.2 

3 平放 B﹣物块 200g 的砝码放在物块上 2.4 

4 侧放 B﹣物块 100g 的砝码放在物块上  

（1）第 1 次实验中，弹簧测力计示数如图乙所示，该示数是         N。 

（2）由 1、2 两次实验可知：压力相同时，物块与长木板的接触面越粗糙，物块受到的滑动摩擦力        

（填“越小”或“越大”）。 

由 2、3 两次实验可知：增加物块上砝码的质量，从而增大            （填“砝码对物块”“砝码对

长木板”或“物块对长木板”）的压力，这样就可以探究接触面粗糙程度相同时，滑动摩擦力大小跟压

力的关系。 

（3）第 4 次实验中，弹簧测力计示数是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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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图甲是探究海波熔化时温度变化规律的实验装置，图乙是根据实验数据绘制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

 

（1）该物质熔点是        ℃。 

（2）从图象中发现海波熔化时间过短，下列措施中，一定不能延长海波熔化时间的是      （填序

号）。 

①增加试管中海波的质量   ②增加烧杯中水的质量 

③降低烧杯中水的初温    ④撤掉酒精灯或用“小火”加热 

（3）夏天，我们要喝冰凉的饮料，往往会在饮料中加入适量冰块，而不是直接加入与冰块质量相等的

冷水。一方面是因为冰块的        更低，另一方面是因为冰块熔化成水的过程中        热量，

从而使饮料的温度下降得更多。 

14．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中： 

 

（1）如图甲所示，在水平桌面上铺一张大纸，将玻璃板竖立在纸上，沿着玻璃板在纸上面画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代表         的位置。 

（2）把一支点燃的蜡烛 A 放在玻璃板前面，可以看到它在玻璃板后面的像，再拿一支外形相同但不点

燃的蜡烛 B，竖立着在玻璃板后面移动，直到看上去蜡烛 B 跟蜡烛 A 的像完全重合。若在蜡烛 B 和玻

璃板之间竖直放置一张不透明的白纸，则从 C 处一定能看到的是           （填“蜡烛 B”“蜡烛 A

的像”“蜡烛 B 的像”或“蜡烛 A 的像和蜡烛 B”）。 

（3）一束光从空气斜射向这块玻璃，并穿过玻璃进入空气中。请在图乙中画出这束光进入玻璃和离开

玻璃后的光线。（要求标出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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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探究电阻一定时电流与电压关系的实验中，小强和小红设计的电路如图甲所示，电源电压 3V 保持

不变。 

 

（1）闭合开关前，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 应该置于      （填“a”或“b”）端。 

（2）小强同学按图甲正确连接电路，闭合开关 S，调节滑片 P，得到的实验数据如表： 

实验序号 1 2 3 4 5 

电压 U/V 0.6 0.9 1.2 1.5 1.8 

电流 I/A 0.15 0.32 0.30 0.38 0.45 

分析数据可知，应该将实验序号      组的数据删除，进而得出结论：电阻一定时，             。

为了能够顺利完成上述实验，所用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不小于        Ω。 

（3）小红同学连接的电路如图乙所示，小强同学发现接错了根导线。请在这根导线上打“×”，并补画

出正确的那根导线。 

16．某同学为进一步了解“视力矫正”的原理，利用如图所示的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装置做了实验。他

在发光体和凸透镜之间放置不同类型的眼镜片，观察到了如下现象。 

 

（1）将近视眼镜片放在发光体与凸透镜之间，光屏上原来清晰的像变模糊了；使光屏        （填

“靠近”或“远离”）透镜，又能在光屏上看到发光体清晰的像。由此可知，在近视眼得到矫正之前，

物体的像成在视网膜的        （填“前方”或“后方）。 

（2）取下近视眼镜片，重新调整光屏的位置，使它上面的像再次变得清晰，然后将另一个远视眼镜片

放在发光体和凸透镜之间，光屏上原来清晰的像又变模糊了；再使光屏        （填“靠近”或“远

离”）透镜，又可以在光屏上看到发光体清晰的像。这说明矫正远视眼的眼镜片对光有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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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的实验中，某组同学用如图甲所示实验装置进行了两次实验，并

根据实验数据绘制了如图乙所示的图象。 

（1）安装图甲所示的器材时，温度计的玻璃泡应该         水中，不要碰到烧杯的底部或侧壁。 

（2）从实验中可以看到，水沸腾时形成的大量气泡不断上升、       ，到水面破裂开来，里面的水

蒸气散发到空气中。水蒸气引起的烫伤往往比开水烫伤更严重，这是因为水蒸气和开水的温度虽然差不

多，但是水蒸气              ，所以实验时要注意安全。 

（3）分析图乙中的图线可知，第一次实验和第二次实验所用水的质量之比是        。 

 

18．如图所示是“探究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的实验装置。 

 

（1）实验时，将棉布铺在         （填“斜面”“水平木板”或“斜面和水平木板”）上，让小车从

斜面顶端由静止滑下，观察小车滑行的距离；去掉棉布，再次让小车从            滑下，观察小车

滑行的距离。 

（2）由实验可以看出，运动的小车所受的阻力减小，向前滑行的距离       。推理可知：如果小车

运动时不受阻力，它将            。（选填“保持静止”、“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保持静止或匀

速直线运动”） 



第11页（共44页） 

19．某同学利用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探究什么情况下磁可以生电。 

（1）实验时应将电流表、导线 ab 串联起来组成       回路。 

（2）该同学进行以下尝试，能使电流表指针偏转的是       （填字母标号）。 

A．导线 ab 在磁场中静止，换用磁性更强的蹄形磁体 

B．导线在磁场中静止，但不用单根导线 ab，而用匝数很多的线圈 

C．蹄形磁体静止，导线 ab 从图中所示位置水平向左或水平向右运动 

D．蹄形磁体静止，导线 ab 从图中所示位置竖直向上或竖直向下运动 

E．蹄形磁体静止，导线 ab 从图中所示位置斜向上或斜向下运动 

（3）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中，将电流表换成       进行触接，还可以探究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20．某同学利用图甲所示的电路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小灯泡的额定电压是

2.5V。 

 

（1）该同学接错了一根导线，请你在这根导线上打“×”，并补画出正确的那根导线。 

（2）正确连接电路后，用开关进行试触，发现电流表指针不偏转，而电压表指针明显偏转。故障原因

可能是        （填“电流表”、“滑动变阻器”或“小灯泡”）断路。 

（3）排除故障后，按正确的步骤进行实验。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电流表的示数如图乙所示，则小灯泡

的额定功率是         W，此时小灯泡的电阻是         （结果保留两位小数）Ω。 

（4）继续调节滑动变阻器，让小灯泡两端的电压逐渐降低，小灯泡逐渐变暗，这段时间内，若小灯泡

电阻变化量的绝对值是ΔR1，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变化量的绝对值是ΔR2，则ΔR1 和ΔR2 大小

关系正确的是     （填字母标号）。 

A．ΔR1＞ΔR2      B．ΔR1＝ΔR2     C．ΔR1＜ΔR2        D．无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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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图甲是观察物质熔化和凝固现象的实验装置，图乙是根据实验数据绘制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 

 

（1）安装图甲所示的器材时，应先确定         （选填“铁棒 A”“铁夹 B”或“铁圈 C”）的位置。

实验中，需要观察试管内物质的        ，并记录温度和加热时间。 

（2）分析图乙可知：该物质的凝固点为         ；该物质第 40min 的内能        （选填“大于”

“等于”或“小于”）第 20min 的内能。 

22．如图所示是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几个实验情景。 

 

（1）挂钩码前，杠杆在如图甲所示的位置静止，此时杠杆       （选填“达到”或“没有达到”）

平衡状态，接下来应向     （选填“左”或“右”）调节杠杆两端的螺母，使杠杆保持水平并静止。 

（2）如图乙所示，A点挂有 2个质量均为 50g的钩码，为了让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应在B点挂     个

质量均为 50g 的钩码。 

（3）将杠杆的支点移到如图丙所示的位置，为了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请你在杠杆上画出最小动力 F

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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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图甲是“探究通电螺线管外部的磁场分布”的实验装置。 

 

（1）为了使通电螺线管的磁场       ，可以在螺线管中插入一根铁棒。 

（2）闭合开关，小磁针 A 静止后的指向如图甲所示，小磁针的左端为     极。在通电螺线管四周

不同位置摆放多枚小磁针后，我们会发现通电螺线管外部的磁场与       磁体的磁场相似。 

（3）如果把一根导线绕成螺线管，再在螺线管内插入铁芯，就制成了一个电磁铁。图乙所示的实例中

没有应用到电磁铁的是          （填实例名称）。 

24．某同学利用图甲所示的器材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滑动变阻器的规格为

“100Ω 0.5A”，小灯泡的额定电压为 2.5V。 

 

（1）如图甲所示，电路中还有两根导线没有连接，请你将电路连接完整。（要求：导线不允许交叉） 

（2）该同学连接好电路后，按正确的步骤进行实验。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电流表的示数如图乙所示，

则小灯泡的额定电流是         A，额定功率是        W。 

（3）该同学继续进行实验，记录的部分数据如下表所示，其中有一组数据明显存在错误，这组数据是     

（填数据序号）。剔除掉这组错误的数据，我们分析后可以得出实验中电源电压不会超过        V。 

数据序号 1 2 3 4 

U/V 2.1 1.3 0.1 3.0 

I/A 0.26 0.11 0.05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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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图 1 是“比较不同物质吸热的情况”的实验装置。两个相同的烧杯中分别装有质量相等的水和食用油。 

 

（1）选用两个相同规格的电加热器加热，目的是使水和食用油在相等时间内             。 

（2）实验过程中温度计的玻璃泡不要碰到烧杯和         。 

（3）图 2 中能合理反映该实验结果的图象是      （选填“甲”“乙”或“丙”）。 

26．某同学利用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1）在水平桌面上铺一张白纸，纸上竖立一块透明玻璃板。把蜡烛 A 点燃放在玻璃板的前面，该同学

应在玻璃板       （选填“前面”或“后面”）观察蜡烛 A 经玻璃板       （选填“反射”或“折

射”）所成的像。 

（2）再拿一支外形相同但        的蜡烛 B 放在玻璃板后面移动，直到看上去跟蜡烛 A 的

像         。 

（3）该同学体会到用玻璃板代替平面镜，成像虽没有平面镜清晰，但能观察到蜡烛     （选填“A”

或“B”），便于确定像的位置。 

 

27．如图所示是“研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的实验装置。 

实验中用到了一个弹簧测力计、一个木块、一个砝码、两个材料相同 

但表面粗糙程度不同的长木板。 

（1）将木块放在水平长木板上，用弹簧测力计匀速拉动木块，使木块沿长木板做匀速直线运动。这样，

读出弹簧测力计所示的       拉力就可以得到           之间的滑动摩擦力。 

（2）在乙实验中砝码随着木块一起做匀速直线运动，请画出此时砝码受力的示意图。 

（3）由       两次实验可以得出结论：滑动摩擦力的大小跟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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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某同学利用图甲所示的电路探究电流与电阻的关系，实验中电源电压保持 3V 不变，定值电阻的阻值

分别为 5Ω、10Ω、15Ω 和 20Ω。 

 

（1）该同学接错了一根导线，请你在这根导线上打“×”，并补画出正确的那根导线； 

（2）正确连接电路后，先用 5Ω 的定值电阻进行实验，闭合开关后，移动滑片，此时电流表的示数如

图乙所示；接着将 5Ω 的电阻换成其他阻值的定值电阻进行实验，每次观察到电压表的示数为     V

时，记录电流表的示数。 

（3）几次实验中记录电表示数时，定值电阻消耗的最大功率为        W，此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

路的阻值为        Ω。 

二．解答题（共 1 小题） 

29．如图所示的装置可以用来研究         （填“电动机”或“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将图中的电源

换成电流表，闭合开关，让导体 ab 左右摆动，发现电流表指针偏转，表明导体 ab 中      （填“有”

或“没有”）感应电流通过，导体 ab 的机械能转化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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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考物理真题+实验题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实验探究题（共 28 小题） 

1．某实验小组用两套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分别研究海波和石蜡的熔化过程。 

 

（1）如图乙所示，温度计显示的是石蜡在某时刻的温度，它的示数是  36 ℃。 

（2）海波熔化过程中不断  吸收 （填“放出”或“吸收”）热量，温度  不变 （填“升高”、“不

变”或“降低”）。 

（3）两支试管中分别盛有海波和石蜡，当两者全部熔化后，该实验小组继续研究海波和石蜡的凝固过

程。将两支试管从烧杯中取出，静置于空气中自然冷却，每隔 2min 同时记录一次温度，根据记录数据

在同一个图象中画出它们的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丙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B （填标号）。 

A.石蜡的凝固点为 48℃ 

B.实验室内环境温度为 20℃ 

C.0～15min 内的任一时刻，石蜡和海波的温度都不可能相同 

【解答】解：（1）由图乙可知，温度计的分度值是 1℃，此时的温度是 36℃； 

（2）海波是晶体，熔化过程中不断吸收热量，温度不变； 

（3）A、石蜡是非晶体，没有凝固点，故 A 错误； 

B、由图丙可知，实验室内环境温度为 20℃，故 B 正确； 

C、由图丙可知，5min 时，石蜡和海波的温度相同，故 C 错误。 

故选：B。 

故答案为：（1）36；（2）吸收；不变； （3）B。 

2．用 F 为焦点，焦距为 f 的凸透镜探究成像规律，在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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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光物体和凸透镜的位置如图所示，图中光屏未画出，光屏上所成清晰的像在图中  ③ （填数

字序号）区域，像的箭头方向是竖直向  下 的，像的大小比发光物体要  小 。 

（2）将光屏放在凸透镜右侧，发光物体放在 A 处，发现无论怎样调整光屏的位置，在光屏上都无法得

到发光物体的像。撤去光屏，从凸透镜右侧向凸透镜看去，观察到发光物体的像，此像到凸透镜的距离  

大于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发光物体到凸透镜的距离。 

【解答】解：（1）发光物体和凸透镜的位置如图所示，可知物距大于 2 倍焦距，成倒立、缩小的实像，

像距大于 1 倍焦距小于 2 倍焦距，故光屏上所成清晰的像在图中③区域，像的箭头方向是竖直向下的，

像的大小比发光物体要小； 

（2）将光屏放在凸透镜右侧，发光物体放在 A 处，物距小于一倍焦距，由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可知，当

物距小于一倍焦距时，成正立放大的虚像，此时物像同侧，像距大于物距，即此像到凸透镜的距离大于

发光物体到凸透镜的距离。 

故答案为：（1）③；下；小。（2）大于。 

3．在探究杠杆平衡条件的实验中： 

 

（1）调节平衡螺母，使杠杆在不挂钩码时，保持水平并静止。选取若干个质量均为 50g 的钩码，在杠

杆两侧分别挂上不同数量的钩码，移动钩码，使杠杆重新在水平位置平衡，分别记下 F1、F2、l1、l2 的

数值。重做几次实验，部分实验数据如表所示。 

次数 动力 F1/N 动力臂 l1/cm 阻力 F2/N 阻力臂 l2/cm 

1 3.0 5.0 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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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 15.0 2.0 15.0 

3 1.0 25.0 2.5 10.0 

…… …… …… …… …… 

由表中数据可得，F1、F2、l1、l2 之间的关系式是  F1l1＝F2l2 。 

（2）①在第（1）问的某次实验中，杠杆右侧挂了 4 个钩码，左侧用弹簧测力计竖直向下拉，当杠杆在

如图甲所示位置静止时，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是  3.0 N。 

②保持杠杆右侧所挂 4 个钩码的位置不变，取下弹簧测力计，在杠杆右侧用弹簧测力计沿竖直方向拉杠

杆，当杠杆再次水平并静止时，弹簧测力计对杠杆的拉力为 F＝1.5N，请在图乙中画出弹簧测力计对杠

杆的拉力 F 的示意图及其力臂 l。 

【解答】解：（1）分析表格中的数据可得出杠杆平衡的条件是：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F1×l1

＝F2×l2）； 

（2）①根据图甲中的数据，结合杠杆的平衡条件可得：F1×0.1m＝4mg×0.15m，解得：F1＝3.0N； 

②在杠杆右侧用弹簧测力计沿竖直方向拉杠杆，要使杠杆平衡，应竖直向上拉，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得：

1.5N×l1＝4mg×0.15m，解得：l1＝0.2m， 

根据力和力臂的画法，可画出拉力 F 和力臂 l，如图所示： 

 

故答案为：（1）F1l1＝F2l2；（2）①3.0；②见上图。 

4．小红同学用下列器材探究电流与电阻的关系：干电池 4 节，定值电阻 R（10Ω、15Ω、20Ω 和 25Ω），电

流表 A（量程 0～0.6A 或 0～3A），电压表 V（量程 0～3V 或 0～15V），滑动变阻器，开关，导线若干。

在实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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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如图乙所示，电压表量程为 0～15V，电流表量程为 0～0.6A，定值电阻 R＝10Ω，请根据图甲

在图乙中补画 2 根导线，将实物电路连接完整。 

②确认电路连接无误后，闭合开关，电压表示数如图丙所示，则电源电压是  6 V。 

（2）断开开关，将电压表量程改为 0～3V，并联接在图甲中的 A、B 两点，检查电路无误后，闭合开

关，向左移动滑片 P，当电流表示数为 0.24A 时，记下电压表的示数，设此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

值为 RP1，接着将 10Ω 的定值电阻更换为 15Ω 的定值电阻，重做实验，当观察到电压表的示数是  2.4 

V 时，记下电流表的示数，设此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值为 Rp2，则 RP2﹣RP1＝ 7.5 Ω。 

（3）小红同学继续进行实验，将 15Ω 的定值电阻更换为 20Ω 的定值电阻，闭合开关，发现滑片 P 在最

右端时，电压表示数为 2.7V。为了能用 20Ω 和 25Ω 的定值电阻继续完成实验，应将实物电路中的滑动

变阻器更换为  50Ω 1.5A （填“25Ω 2A”“30Ω 2A”或“50Ω 1.5A”）的滑动变阻器。 

【解答】（1）①根据图甲所示电路图，滑动变阻器与定值电阻串联，电压表测量定值电阻和滑动变阻器

串联后两端总电压；如下图所示： 

； 

②因为图丙中电压表选用 0～15V 的量程，由图可知电压表的分度值为 0.5V，示数为 6V； 

根据控制变量法，研究电流与电阻的关系时，需控制定值电阻的电压相同，将 10Ω 的定值电阻更换为

15Ω 的定值电阻时，电压表示数为 UR＝IR＝0.24A×10Ω＝2.4V， 

则：RP1＝ ﹣R＝ ﹣10Ω＝15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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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 15Ω 的定值电阻时，RP2＝ ﹣R′＝ ﹣15Ω＝22.5Ω； 

则：RP2﹣RP1＝22.5Ω﹣15Ω＝7.5Ω； 

（3）当接入电路的电阻 R＝20Ω 时，根据实验要求，其两端电压 U＝2.4V， 

变阻器接入电路电阻 RP3＝ ﹣R
″
＝ ﹣20Ω＝30Ω； 

将 20Ω 的定值电阻更换为 25Ω 的定值电阻时，要控制控制定值电阻的电压相同，变阻器接入电路电阻

需要大于 30Ω，故选标有“50Ω 1.5A”的滑动变阻器。 

故答案为：（1）①见解析图；②6；（2）2.4；7.5；（3）50Ω 1.5A。 

5．在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特点的实验中，某组同学用如图甲所示的实验装置进行了两次实验，两次实

验所用水的质量相同。 

 

（1）实验中可以看到，水沸腾时形成大量的气泡不断上升、 变大 （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到水面破裂开来，里面的水蒸气散发到空气中。水蒸气遇冷  液化 （填“汽化”“液化”“升华”或

“凝华”），在烧杯口周围形成“白气”。 

（2）通过两次实验发现，水在沸腾过程中，虽然水的温度保持不变，但必须  吸热 。 

（3）图乙是该组同学第二次实验绘制的图象，第一次实验中同学们发现，水沸腾前每加热 2min 温度升

高 5℃，则图乙中 t0＝ 87 ℃。 

【解答】解：（1）实验中可以看到，水沸腾时形成大量的气泡在上升过程中体积逐渐变大，到水面破裂

开来，里面的水蒸气散发到空气中遇冷液化成小水滴，在烧杯口周围形成“白气”； 

（2）水在沸腾过程中，虽然水的温度保持不变，但酒精灯要持续加热，表明水在沸腾过程中必须吸热； 

（3）因为水沸腾前每加热 2min 温度升高 5℃，所以加热 5min 水升高的温度：Δt＝ ×5℃＝12.5℃， 

由图象可知，水的初温：t0＝t﹣Δt＝99.5℃﹣12.5℃＝87℃。 

故答案为：（1）变大；液化；（2）吸热；（3）87。 



第21页（共44页） 

6．某同学用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探究阻力对物体运动的影响。 

（1）两次实验中让同一辆小车从同一斜面  同一高度由静止 滑下，目的是使小车进入水平面的初速

度相同。 

（2）由实验可以看出，运动的小车所受的阻力  变小 ，向前滑行的距离变大。伽利略对类似的实验

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推测：如果物体受到的阻力  为零 ，速度就不会减小，物体将以恒定不变的

速度永远运动下去。 

（3）两次实验中，小车在水平面上最终都会静止下来，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  运动状态 。 

 

【解答】解：（1）研究阻力对小车运动的影响，就要保持其他量不变，因此，应使小车从同一斜面的同

一高度由静止滑下，从而使其到达水平面时具有相同的初速度； 

（2）根据实验中的现象可得，在初速度相同的条件下，水平面越光滑，小车受到的阻力越小，小车运

动的越远，速度减小得越慢； 

如果小车受到的阻力为零，则小车将以不变的速度永远运动下去，即做匀速直线运动； 

（3）两次实验中，小车在水平面上最终都会静止下来，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故答案为：（1）同一高度由静止；（2）变小；为零；（3）运动状态。 

7．某同学用如图甲所示的电路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小灯泡的额定电压是 3.8V。 

 

（1）图甲中有一根导线接错了，请你在这根导线上打“×”，并补画出正确的那根导线。 

（2）正确连接电路后，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电流表示数如图乙所示，则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流是  0.3 

A，小灯泡的额定功率是  1.14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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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测出小灯泡额定功率后，该同学接着移动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当电流表的示数为 0.32A 时，电压

表的示数不可能是  AB （填标号）。 

A.3.9V 

B.4.0V 

C.4.1V 

【解答】解： 

（1）由图甲知，灯泡并联在滑动变阻器和电流表两端，电压表串联入电路了，为使电路连接正确，应

将灯泡与滑动变阻器连接的导线改接电压表的“15”接线柱即可，如图所示： 

； 

（2）由图乙知，电流表使用小量程，分度值 0.02A，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流为 0.3A， 

灯泡的额定功率 P＝UI＝3.8V×0.3A＝1.14W； 

（3）由欧姆定律可得，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阻：R＝ ＝ ≈12.7Ω， 

假设灯泡电阻不变，当电流表的示数为 0.32A 时，灯泡两端电压（电压表示数）：U′＝I′R＝0.32A×

12.7Ω＝4.064V， 

当灯泡两端电压大于额定电压时，通过的电流大于 0.3A，灯泡的实际功率变大，温度升高，电阻变大，

那么灯泡两端电压应大于 4.064V，故 AB 不可能，C 可能。 

故答案为：（1）见上图；（2）0.3；1.14；（3）AB。 

8．在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的实验中，甲图中小桌放在海绵上，乙图中在桌面上放一个砝码，丙

图中桌面朝下，并在其上放一个同样的砝码。 

 

（1）在三次实验中，均用海绵被压下的深浅，来显示小桌对  海绵 的压力作用效果。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7601524210

20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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