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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测量 声音 热和内能

【知识梳理】

1、知道测量的基本要素，会使用工具进行基本的测量。

2、知道声音的产生原因和传播特点，知道声音的基本特征。

3、知道摄氏温标定标的规定，学会使用温度计和体温计。2、理解比热容的概念。根据公式 Q=cm△t

能进行物体在热传递过程中吸收或放出热量的计算。注意公式中△不要忘记。3、知道物体的内能，

知道温度升高、内能增加。知道改变内能的两种方法：热传递和做功。4、知道热机，知道热机工作

过程中能量转化情况，压缩冲程是将机械能转化成内能，做功冲程是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知道四

冲程内燃机的工作过程。

【基础练习】

1．据预测，今夏本市高温天数约为 30天。气象学上，“高温天气”的最高气温在（ ）

A.35℃以上 B.36℃以上 C. 37℃以上 D. 38℃以上

2．为帮助打造“无烟世博”，上海市于 2010年 3月 1 日实施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活动。在空气不流

通的房间里，只要有一个人吸烟，整个房间就会充满烟味，这是因为（ ）

A、分子在不停的运动 B、分子间有引力

C、分子间有斥力 D、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

3．有关物质的比热容，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比热容跟物体的质量有关，质量越大，比热容越小。

B、比热容跟物体的温度有关，温度越高，比热容越大。

C、比热容是物质本身的一种特性，即使当物质的状态发生改变时，其比热容也不会改变。

D、比热容跟物体的质量和温度都无关，但当物质的状态发生改变时，其比热容也会改变。

4．下列现象中，用热传递方式改变物体内能的是（ ）

A、火车经过后，铁轨的温度升高； B、反复弯折后，铁丝的温度升高；

C、铁锅烧热后，铁锅的温度升高； D、锯条锯木后，锯条的温度升高。

5．图 1是热机工作时的四个冲程，其中属于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冲程是 ( )

6．不同的物理量具有不同的意义，下列物理量中能反映物质特性的是（ ）

图 1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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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内能； B. 比热容； C. 热量； D. 温度。

7.煤油的比热容是 2.1×103____________（填单位），表示的物理含义是：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汽车的散热器可用水做冷却剂，是因为水的比热容较_________，在相同条

件下，水能吸收较多的________，冷却效果好。

【拓展练习】

1．小明把驱蚊片放到电驱蚊器的发热板上，驱蚊片的温度会升高，这是通过______的方式改变驱蚊

片的内能的。通电一段时间后，整个房间里就能闻到驱蚊片的气味，这种现象说明大量分子在做

________运动。如果驱蚊片不加热，在房间里就很难闻到驱蚊片的气味，可见，______越高，这种

现象就越明显。

2.烧水时，是用______ 的方法使水的内能_____。水烧开时，锅盖被水蒸气顶起来，这是用_____的

方法使水蒸气的内能_____。

3.热机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大规模利用动力时代的到来。图 4中是热机工作

的_____冲程，该冲程是把_____能转化为_______能；热机工作时要产生大量的

热，通过水循环将热量带走，用水循环降温主要是利用水的比热容较_____的特性。

4.摄氏温标规定，在标准大气压下，沸水的温度为 ( )

A．120℃ B．100℃ C．90℃ D．80℃

5.关于比热容，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 ）

A． 比热容可用来鉴别物质 B． 水的比热容较大，可用作汽车发动机的冷却剂

C． 沙的比热容较小，所以沙漠地区昼夜温差较大

D． 一桶水的比热容比一杯水的比热容大

6.四冲程汽油机在工作过程中，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的冲程是（ ）

A．吸气冲程 B．压缩冲程 C．做功冲程 D．排气冲程

7.2千克的水温度降低 5 C ，水放出的热量为 焦，水的比热容在常见的物质中是比较 的，

因此沿海地区昼夜温差比同纬度的内陆地区 （均选填“大”或“小”）。

8.“吞云吐雾”时会波及周围人群，这是由于分子在不停地做 运动造成的。汽车的发动机

选用水做冷却剂，主要是由于水的比热容较 的缘故．烈日下，操场上单杠的湿度会升高，这

是通过 的方式改变其内能的。

9．我们能分辨唢呐和排箫发出得声音，这主要是依据声音有不同的

A．响度。 B．音调。 C．音色。 D． 振幅。

10．下列四种机器中，属于热机的是

A．抽气机。 B. 蒸汽机。 C. 发电机。 D. 滑翔机。

11．下列各物理量中，表示物质特性的是

A．热量。 B．比热容。 C．温度。 D．内能。

12. 将一杯水放进冰箱，水温从 13℃下降到 3℃，水分子的______运动会减缓，这是通过________

方式改变了水的内能，若这杯水的质量是 0.5千克，水放出的热量为________焦。[c水＝4.2×103焦

/（千克·℃）]

13. 学习了热传递可以改变物体内能之后，某小组同学提出一个问题——不同的单色光改变物体内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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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本领是否相同？为此，他们利用装有相等质量水的三个相同容器、数字式温度计和光源等进行

实验。实验中，他们在暗室里将水装入容器中，并先测取水的初温 t0（如图 6（a）所示)；然后他们

用强度相同的红、绿、蓝单色光分别对三个容器中的水照射相同的时间，测取水的末温 t甲、t乙和

t丙（水温升高越多，内能增加越多），测量过程如图 6（b）、（c）和（d）所示。请仔细观察图中的

操作和测量结果，然后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⑴ 比较[（a）（b）]两图、[（a）（c）] 两图或[（a）（d）] 两图可知：____________；

⑵比较[（a）（b）]两图、[（a）（c）] 两图和[（a）（d）] 两图可知：_____________。

14.将 2千克水加热，使水的温度升高 50℃，求水吸收的热量。【C 水=4.2×103焦/(千克•℃)】

第二讲 力和运动

【知识梳理】

1、机械运动、参照物。2、速度。3、路程——时间图象。4、力的作用效果。5、理解重力。6、知

道摩擦力。7、理解同一直线上二力的合成。8、掌握二力平衡的条件。9、理解牛顿第一定律。10、

会画简单情况下力的图示。

【基本练习】

1．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中有句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其中“竹排江中

游”是以__________为参照物的，“青山两岸走”是以_________为参照物的。

2.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国人的登月梦想终将实现。以地球为参照物，月球是 的（选填“运动”

或“静止”）。若把一个物体从地球运到月球，该物体的质量 、惯性 （均选填“变大”、“不

变”或“变小”）。
3.京沪高铁即将开通。若某高铁列车以 300 千米／小时的速度匀速行驶．0.5 小时内通过的路程为

千米：在此过程中，该列车的动能 （选填“增加”、“不变”、或“减少”）；以路边的树木为参照

物，列车是 的（选填“运动”或“静止”）

4.甲、乙两车运动的 s-t图像分别如图 1（a）、（b）

图 1

图 6

（a） （b） （c） （d）

17.0℃ 16.4℃ 15.8℃15.0℃

光 源光 源光 源光 源

水水 水水

（没有光） （红光） （绿光） （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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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以甲为参照物，乙是_______的（选填“静止”或“运动”）；甲、乙各运动 8 米，所用时间相差

________秒。甲在上坡过程中，其重力势能_________（选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5.甲、乙两物体同时同地同方向开始做匀速直线运动，

甲的速度大于乙的速度，它们的 s-t图像为图 2所示 a、

b、c三条图线中的两条，运动 5秒甲、乙间的距离大于

2米，则( )

A．甲的 s-t图一定为图线 a

B．甲的 s-t图可能为图线 b

C．乙的 s-t图一定为图线 c

D．乙的 s-t图可能为图线 a

6.如图 3所示的游戏中，球被传出主要表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 。中间同

学在向上跃起的过程中，其质量 、重力势能 (均选填“增大”、“不

变”或“减小")。

7.地铁是上海市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当某列车启动时，该车的惯性____ (选

填“增大"、“不变"或“减小")，以站台为参照物，坐在车内的乘客是____的(选填

“运动”或“静止”)。

8.如图 4所示的游戏情境，小孩将毽子向上踢出，表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 ；毽子被踢出

后，由于 会继续向上运动；在____力的作用下，毽子最终会落向地面。

9.苹果从树上落下的过程中，其惯性 （ ）

A．变大 B．不变 C．先变大后不变 D． 先变大后变小

11.重为 G的苹果从树上竖直下落，若苹果在空中所受阻力小于 G，则苹果在竖直下落过程中受到的

合力大小( )

A．等于 G B．等于 0 C．大于 G D．小于 G
12.在图 6中，重为 4牛的均匀球体保持静止，用力的图示法画出该球所受的重力 G。

13.重为 4牛的球体静止在水平地面上，用力的图示法在图 7中画出它受到的重力 G。

14.如图 8所示，弹簧测力计的量程为____牛，此时的读数为____牛。

【拓展练习】

图 2

图 7
图 6 图 8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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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 5 所示，一个同学用水平力 F推停在水平地面上的汽车，但没有推动。推车时水平力 F与地

面对车的摩擦力 f的大小关系是（ ）

A．F一定小于 f B．F可能小于 f

C．F一定等于 f D．F可能大于 f

2.甲、乙两物体同时同地同方向开始做匀速直线运动，甲的速度大于乙的速度，它们的 s-t图像为图

3所示 a、b、c、d四条图线中的两条，运动 5秒甲、乙间的距离小于 10米，则

A．甲的 s-t图一定为图线 a

B．甲的 s-t图可能为图线 c

C．乙的 s-t图一定为图线 b

D．乙的 s-t图可能为图线 d

3．为了研究小球在对接斜面上运动时所能到达的最大高度，小王使小球从 AB斜面上高为 h处由静

止滚下，小球滚上 BC斜面后，能到达的最大高度为 h1，如图 9(a)所示；逐步减小 BC斜面的倾角(α1

＞α2＞α3)，小球能到达的最大高度分别为 h2、h3，如图(b)、(c)所示。然后，他换用材料相同、质量

不同的小球再次实验，如图 (d)所示。请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①分析比较图 9(a)和(b)和(c)中小球在 BC斜面上能到达的最大高度及相关条件可得：小球从同一高

度由静止滚下时， 。

②分析比较图 9(c)和(d)中小球在 BC斜面上能到达的最大高度及相关条件可得：小球从同一高度由

静止滚下时， 。

第三讲 简单机械

【知识梳理】

1、理解杠杆。2、学会探究杠杆平衡的条件。3、理解定滑轮；理解动滑轮。4、理解功和功率的概

念。5、知道动能、势能、机械能。

【基本练习】

1.如图 1 所示，画出 F1和 F2对支点 O的力臂，

并分别用字母 L1和 L2表示。

2.如图 2 所示，杠杆 AB 在力 F1、F2作用下处于

静止状态，L2是力 F2的力臂，在图中画出力 F1

的力臂 L1和力 F2的示意图。 图 1 图 2

(a) (b) (c) (d)
图 9

图 5

图 312

15

2 4 8

5
10

20

t/秒

a

6 100

s/米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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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图 3所示的四种情景中，所使用的杠杆属于费力杠杆的是（ ）

图3 A撬 棒 B 羊角锤起钉 C 核桃夹 D 食品夹

4．如图 4 所示，分别用 F1、F2、F3、F4匀速提升同

一重物，若不计滑轮自身的重力及摩擦，则（）

A．F1＝F2＞F3＝F4 B．F1＞F2＞F3＞F4

C．F1＝F2＞F3＞F4D．F1＝F2＞F4＞F3

5.有一重力为 10牛的物体，在水平桌面上受到 1牛的水平拉力以 1米/秒作匀速直线运动，则物体受

到的滑动摩擦力大小为 牛；物体运动 2 秒拉力所做的功为

焦；重力所做的功为 焦。拉力的功率为 瓦。

6、用一起重机提升一个重为 500牛的物体，物体上升时的 s-t图象如图 5所

示，在此过程中，他的动能_________，他的重力势能__________，机械能

总量_________（均选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拓展练习】

1．把一个重为 3牛的苹果竖直向上抛出，苹果在空中受到的阻力大小始终为 0.6牛，苹果上升过程

中，所受合力大小为_____牛。若苹果在 0.5秒内从最高点下落了 1米，此过程中，重力做的功为______

焦，功率为_______瓦。

2．如图 6 所示，物体 A 和 B所受重力均为 20 牛，滑轮重和摩擦均不

计。当用力 F1和 F2分别匀速提升 A和 B时，力 F2的大小为______牛；

若物体 A在 2秒内匀速上升 0.5米，则拉力 F1所做的功为 焦，功

率为_________瓦。

3．在图 6中，OA是轻质杠杆，已知 OB=2AB，B点所挂重物的重

力为 6牛，A端竖直向上拉着，杠杆处于静止状态，则力 F的大小

为 牛。这时的杠杆是 杠杆(选填“省力”或“费力”)。

保持作用点不变，当力 F向左倾斜时，为使杠杆仍然保持静止，则

力的大小需 (选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4．利用如图 8所示的滑轮匀速提起重物，拉力 F为 60牛，重物在 5秒内上升 3米，

求：(1)拉力 F做的功。

(2)拉力 F的功率。

F1

A

F2

A

F3

A

F4

A

F1

F2

A
图 6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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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图 15 所示，轻质杠杆 OA 可绕 O 点转动，杠杆长 0.2 米，在它的中点 B 处挂一重 30 牛的物体

G。若在杠杆上 A 端施加最小的力 F，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则力 F 的方向？大小为多少牛？

6.捏泥人是中国传统民间技艺。艺人 将泥揉捏成成形态各异的泥人，这表明力可以使物体发生

________；用大小为 2牛、竖直向上的力将泥人托高 1米，该力所做的功为______焦 K]

7.木块在大小为 10牛的水平拉力作用下，沿水平面匀速前进 2米，拉力

做功为 焦，木块受到摩擦力的大小为 牛；若木块重

16牛，在此过程中重力做功为 焦。

8.如图 9所示，滑轮可以看作是等臂杠杆 （选填“A”或“B”）；

若物体所受重力均为 20牛且处于静止状态，不计摩擦和滑轮重力，

力 F2的大小为 牛；物体上升时，它的重力势能 （选

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9.如图10所示，杂技表演者在离板后的上升过程中，她的 ( )

A．重力势能增大，动能减小

B．重力势能增大，动能增大

C．重力势能减小，动能减小

D．重力势能减小，动能增大

10.实验室中．常用天平来测量物体的 。在“探究杠杆的平衡的条件”实验中．为得出实验绪

论，需多次改变杠杆受到的作用力 、方向和作用点，使杠杆适中在 位置保持平衡。

11.在“探究杠杆平衡的条件”实验中，为便于 的数值，应使杠杆在水平位置保持平衡。

12.在“探究杠杆平衡的条件”实验中，应先调节杠杆两端的 ，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实验

时，若仅用两组钩码对杠杆施加动力和阻力，则钩码应分别挂在杠杆支点的 侧。

第四讲 光

【知识梳理】

1、光的反射：知道反射现象，记住反射定律内容，由平面镜成像特点，确定像或物的位置。2、光

的折射：知道光的折射现象，知道两种透镜对光线的作用。3、凸透镜成像规律及应用。4、光的色

散：知道白色光是有不同颜色的光组成的，知道同一介质对对不同色光的折射本领不同，记住光的

三原色。5、学生实验：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验证凸透镜成像规律。6、光学作图题。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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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练习】

1、光射到平面镜上，入射角为 15°，反射角为（ ）

A．15° B．20° C．30° D．60°

2、光从空气射人水中，入射角为 0 ，折射角为（ ）

A．0° B．30° C．45° D．60°

3、光射到平面镜上，入射角为 45°，反射角为 ( )

A．0° B．30° C．45°D．90°

4、以下各种单色光中，属于三原色光之一的是( )

A．红光 B．橙光 C．黄光 D．紫光

5．在各种色光中，被称为三原色光的是( )

A．红、绿、蓝 B．红、黄、蓝 C．红、黄、绿 D．黄、绿、蓝

6．下列光学器具中，根据广的反射定律制成的是( )

①放大镜 ②穿衣镜 ③潜望镜 ④近视眼镜

A．①与② B. ②与③ C．①与③ D．②与④

7．在图 1中，根据给出入射光线，画出相应的出射光线。

8．在图 2中，根据给出的入射光线 AO画出反射光线OB，并标出反射角的度数。

9．透镜在生活中应用广泛，投影仪的镜头、放大镜都用到了 透镜（选填“凸”或“凹”）。不同

的是投影仪成的是 像，放大镜成的是 （均选填“虚”或“实”）像。

【拓展练习】

1．在各种不同色光中，_______、绿、蓝叫做三原色光。

凸透镜的焦距为 10 厘米，将发光体放在离透镜 25厘米

的主光轴上，所称的像是倒立、_______的实像（选填“放

大”、“等大”或“缩小”），像到透镜的距离_______20厘米

（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

2．在图 3 中，凸透镜的焦矩为 10厘米，实验时应先调

整光屏的 ，以保证烛焰的像能在光屏的，若保持图中透镜的位置不变，将蜡烛移至光具座的“20

厘米”刻度处．则应在 厘米刻度范围内移动光屏寻找像（选填“60~70”或“大于 70”），直到光屏上

图 1

O

FF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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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最 为止。

3．在焦距为 5厘米、10厘米或 15厘米的凸透镜

中选择一个放置于光具座的 A点处，如图 4所示。

将蜡烛、光屏分置于光具座上透镜的两侧，调整

透镜和光屏的中心大致与烛焰的中心在 高

度。先后两次将蜡烛放置在距 B点 5厘米处，保持透镜在 A点位置不变，移动光屏，可在光屏上得

到大小不同的两个像。比较两次所成的像，当蜡烛置

于光具座上 厘米刻度处时，所成的像较大；

实验中所用透镜的焦距可能是 厘米。

4．如图 5 所示，凸透镜放置在光具座的 C点处，光

具座上所标的 A、B、D、E四点中，恰有两点到 C点

的距离同为该透镜的一倍焦距、或同为该透镜的两倍焦距。

①该透镜的焦距为 厘米或 厘米。

②实验时，小王调整发光物、透镜和光屏的中心大致在 ，以保证发光物的像能成在光屏

中央。

③接着，小王将发光物置于光具座上距 B点 15厘米处，在 DE间移动光屏找像，可能在光屏上得到

的像 (选填“缩小”、“等大”或“放大”)。

5．如图 6示，光线斜射到两种透明物质的界面上发生的现象，那么图中界面

是 ，法线是 ，入射角是 ，反射角是 ，折射角

是 。 的左侧是空气

6. 某同学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时，将点燃的蜡烛放置在凸透镜 A（焦距为

20厘米）前某一位置上，调节光屏，直到光屏上出现清晰的像，观察到的现象如图 10（a）所示；

接着他保持蜡烛的位置不变，调换不同的凸透镜 B和 C重复实验，实验过程及观察到的现象如图 10

（b）、（c）所示，已知 fA>fB>fC。请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1）分析比较图（a）或（b）或（c）可得： 。

（2）分析比较图（a）和（b）和（c）可得： 。

图 5

图 4

图 6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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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压强

【知识梳理】

压强是力学的重点，它包括了密度、压强、液体压强、浮力和大气压强这五块知识，其中以密

度和压强为重点中的重点。这单元除了必须切实掌握其基础以外，还要会使用压强知识、运用逻辑

分析对柱体压强、柱形容器中的液体压强进行变化分析，以及相关的计算。

本单元还包括了重要的实验探究：密度探究、压强探究、液体压强探究、阿基米德原理探究。

以及人文物理中的两大实验：马德堡半球实验和托里拆利实验。

【典例精析】

例题 1

如图 1所示，均匀圆柱体甲和乙放置在水平地面上，现沿水平虚线切去部分后，使甲、乙剩余的高

度均为 h，若此时甲、乙的剩余部分对地面的压力相等。则甲、乙原先对地面的压强 p 甲、p 乙和压

力 F 甲、F 乙的关系是 （ ）

A p 甲<p 乙， F 甲>F 乙。

B p 甲<p 乙， F 甲<F 乙。

C p 甲>p 乙， F 甲>F 乙。

D p 甲>p 乙， F 甲<F 乙。

例题 2

如图 2所示，水平面上的圆柱形容器 A、B中分别盛有甲、乙两种液体，且

甲对容器底部的压强大于乙。现在两容器中各放入一个物体，物体均漂浮在

液面上且液体不溢出。小明认为：若两物体质量相等，甲对容器底部的压强

可能小于乙；小红认为：若两物体体积相等，甲对容器底部的压强可能小于

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两人的观点均正确。 B两人的观点均不正确。

C 只有小明的观点正确。 D 只有小红的观点正确。

例题 3

如图 3所示，薄壁圆柱形容器甲和圆柱体乙置于水平地面上。容器甲足够高、底面积为 5×10-2米 2，

盛有质量为 5千克的水，圆柱体乙的重力为 160牛，底面积为 8×10-2米 2，

①求容器甲内水的体积 V 水；

②求圆柱体乙对水平地面的压强 p 乙；

③若将一物块 A 分别浸没在容器甲的水中、放在圆柱体乙上

表面的中央时，水对容器甲底部压强的变化量与圆柱体乙对水

平地面压强的变化量相等。求物块 A的密度ρ。

例题 4

图 3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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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轻质薄壁圆柱形容器 A、B分别置于高度差为 h的

两个水平面上。A中盛有深度为 16h的液体甲，B中盛有深度为

19h、体积为 5×10-3米 3的液体乙。（ρ乙=0.8×103千克/米 3）

①求液体乙的质量 m 乙。

②求水平面对容器 B的支持力 FB的大小。

③若在图示水平面MN处两种液体的压强相等。现从两容器中分

别抽出高均为Δh的液体后，容器对各自水平面的压强为 pA和 pB。

请通过计算比较 pA和 pB的大小关系及其对应Δh的取值范围。

【拓展练习】

1．如图 1所示，甲、乙两个均匀实心正方体放在水平地面上，它们对水平地面的压强相等。若

分别沿水平方向截去体积相等的部分后，它们剩余部分对地面的压强分别为 P 甲、P 乙，则

A．P 甲可能等于 P 乙 B．P 甲一定大于 P 乙

C．P 甲可能小于 P 乙 D．P 甲一定小于 P 乙

2．如图 2所示 A、B两只柱状容器（SA＞SB），分别盛有密度为ρ甲和ρ乙的两种不同液体，其质量

分别为 m 甲和 m 乙，现将同一小球分别浸入两种液体中如图所示的位置时，液体对两容器底部的压力

相等。则

A．m 甲＜m 乙

B．ρ甲＞ρ乙

C．将小球从容器中取出，液体对两容器底部的压力 F 甲＞F 乙

D．将小球从容器中取出，液体对两容器底部的压力 F 甲＜F 乙

3．一个底面直径为 2 R、底面积为 S的薄壁圆柱形容器放在水平地面上，容器内装有一定量的

水。

①若容器内水的质量为 2千克，求水的体积。

②求距离水面 0.1米深处的液体内部压强。

③若在水中浸入一个正方体，正方体沉底后，液体深度变为 h，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强的增加

量为ΔP，为使ΔP达到最大，求该正方体的边长及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强的增加量ΔP。（结果用ρ水、

S、R、h等字母表示）

图 4

图 1

甲 乙

A 图 2 B

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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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图 5（a）所示，轻质薄壁圆柱形容器甲置于水平地面，底面积为 2S，容器高 0.2米，内盛

0.15米深的水。

① 若容器的底面积为4×102米 2，求容器中水的质量m。

② 求 0.1米深处水的压强 p。

③ 现有面积为 S、密度为 6水圆柱体乙，如图 5（b）

所示，在乙上方沿水平方向切去高为Δh的部分 A（Δh

＜0.3 米），如图 5（c）所示，将 A 放入容器甲中（A

与甲底部没有密合），并将此时的容器置于剩余圆柱体B

的上方中央。

（a）若要使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 p 水最大，求切去部分 A高度的最小值Δh 小。

（b）若要使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 p 水与地面受到的压强 p 地的比值最大，求切去部分 A高度Δh的范

围，并求比值 p 水/p 地。

0.3米

（a） （b） （c）

Δh

0.2米
甲0.15米

B

A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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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电路复习

1．在如图 1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后，当滑片

P向左移动时，电流表示数将______（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若

电压表 V的示数变小，电压表应该并联在 两端；若电压表 V的

示数和电流表 A的示数比值变大，电压表应该并联在 （以上两

格选填“ab”、“bc”或“ac”）。

2．在图 2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 后，滑动变阻器

R2的滑片 P由中点开始移动（但不移到两端）：

（1）电流表 A1示数与电流表 A2示数的差将 ；（选填“变大”、“不变”

或“变小”）

（2）若电流表 A2示数与电流表 A1示数的比值变小，变阻器 R2的滑片 P是

向 （选填“左”或“右”）端移动的。

3．在图 3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 U。已知电路中仅有一处故障，且只发

生在电阻 R1、R2上，电键 S闭合前后，电压表指针的位置不变。请根据相关信

息写出电压表的示数及相应的故障：

。

4．在图 4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发现三个电表

中有两个电表的指针发生偏转，已知电阻 R1和滑动变阻器 R2中仅有一个出

现了故障，其它元件均完好。

（1）电路中一定有示数的电表是 表；

（2）接着，移动变阻器 R2的滑片 P，发现三个电表的示数均不发生改变，

则故障是 。

5．在图（a）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 24 伏保

持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10 欧，滑动变阻器标有

“50Ω 2A”字样，所用电表的表盘如图（b）所示．闭

合电键 S 后，电流表 A 的示数为 1 安。求：

（1）电压表 V1的示数 U1；

（2）在电路各元件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移动变阻

器滑片 P 的过程中电流表示数的最大值。

S

V1

V

R1 R2

P

A

图 4

S
V

R1 R2

A
S

R1 R2

a b c

图 1

图 2

R1

S

R2 P
A2

A1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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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图（a）所示电路，电源电压为 8 伏且保持

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10 欧，闭合电键后，电

流表的示数为 1安，求：

（1）通过 R1的电流；

（2）通电 10秒钟，电流通过 R2所做的功；

（3）现用一个标有“20Ω 2A”字样的滑动变阻器替

换电阻 R1，并将一个表盘如图（b）所示的电流表 A1接入电路，则应把电流表接入 （选填“a”、

“b”或“c”）点处时，在移动变阻器滑片 P 的过程中能使电流表 A1与 A示数的比值最小，求电流表

A1与 A示数的最小比值及此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的阻值。

7．在图（a）所示的电路中，电流表 A1、A2的表盘

均如图（b）所示，电源电压为 6伏且保持不变，电

阻 R1的阻值为 10欧．

（1）求电键 S闭合后电流表 A2的示数．

（2）现有如表所列的 A、B、C三种不同规格的变

阻器，请在不损坏电路元件的情况下，按以下要求

各选择一个变阻器取代电路中的变阻器 R2．

（a）能使电路的电功率获得最大值，并求电功率最大时通过变阻器 R2的电

流 I2．

（b）使电路中电流表 A1示数的变化量最大，并求出该变化量△I．

序号 变阻器的规格

A 5Ω 3A

B 20Ω 2A

C 50Ω 1.5A



华询教育

16

第八讲 光学专题复习

1.在图 1中画出入射光线 AO的反射光线 OB。

2.如图 2所示的现象中，图（a）所示的是 现象；图（b）所示的是 现象；图（c）

所示的是 现象；

图 1 图 2（a）雨后彩虹 （b）水中倒影 （c）钢勺在水面处“折断”

3．八年级的小华同学与小组的同学们在做“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时，

将一块玻璃板竖直架在水平台上，再取两段完全相同的蜡烛 A和 B，点燃

玻璃板前的蜡烛 A，小心地移动蜡烛 B，直到与蜡烛 A的像重合，如图所

示。在此实验中采用透明玻璃板代替平面镜，虽然成像不如平面镜清晰，

但却能在观察到 A蜡烛像的同时，也能观察到 ，巧妙地解

决了 的问题。

（1）选取两段完全相同的蜡烛是为了比较 关系。

（2）移去蜡烛 B，并在其位置上放一光屏，则光屏上 （选填“能”或“不能”） 接收到蜡烛 A

烛焰的像，这说明平面镜所成的像是 （选填“虚”或“实”）像。

（3）小华将蜡烛逐渐远离玻璃板时，蜡烛所成像的大小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4）小组的晓敏同学将玻璃板倾斜了一定角度， （选填“能”或“不能”）使蜡烛 B与蜡烛 A的

像重合。

（5）实验时，要记录 的位置。在本实验中，进行多次实验操作的目

的 （选填“得到普遍规律”或“减小实验误差”）。

4．为了研究光从一种介质斜射入另一种介质时的传播情况．甲组同学进行了如图所示的实验，他们

先将激光束从空气中以相同的方向从入射点 O分别射入不同介质，实验现象如图（a）（b）（c）所示，

根 据 实 验 现 象 归 纳 得 出 初 步 结 论 （ 图 中 AO 是 入 射 光 线 ， OB 是 折 射 光 线 ）：

（1）由图（a）与（b）或（a）与（c）可得： 。

（2）为了进一步探究，他们继续实验，将α叫做入射角，γ叫做折射角，试验中逐渐增大入射角（α1

＜α2＜α3），实验现象如图（d）与（e）与（f）所示。根据实验现象及相关条件，由图（d）与（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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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f）可归纳得出初步结论： 。

5．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时，要调整透镜和光屏

的 中 心 大 致 与 烛 焰 的 中 心 在 同 一 高 度 ， 目 的

是 。如图所示，将焦距为 10厘米的凸透镜置

于光具座的 C点处，将蜡烛置于 A点，应在 间移动

光屏找像（选填“AB”、“BC”、“CD”、“DE”或“EF”），直至

为止。

6．在焦距为 5cm、9cm和 15cm的凸透镜中选择一

个放置在如图所示的位置，将蜡烛、光屏分别置于

光具座上透镜两侧，调整透镜和光屏的中心大致与

烛焰的中心在 ；若将蜡烛放置在 A 点

通过三个凸透镜都能在光屏上成像，则焦距为 厘米的透镜所称的像最大，若在 BC间移动

光屏时可在光屏上得到清晰的像，则实验中所用透镜的焦距可能是 厘米。

7．物体在凸透镜前 20cm处，可以得到倒立放大的像，现将物体向透镜移近 10cm后，得到的像是

（ ）

A．一定是倒立放大的实像 B．可能是倒立等大的实像

C．一定是正立放大的虚像 D．可能是倒立放大的实像

8．将一凸透镜正对太阳，可在距透镜 20cm处得到一个最小、最亮的光斑，若将一个物体放在此透

镜前 30cm处，则可在透镜另一侧得到（ ）

A．倒立、缩小的实像 B．正立、缩小的实像

C．倒立、放大的实像 D．正立、放大的虚像

9．一物体放在凸透镜前 18cm处，在透镜另一侧 20cm处的光屏上成一清晰的像，则此透镜的焦距

（ ）

A．一定大于 20cm B．一定小于 9cm

C．一定在 10cm到 8cm之间 D．一定在 9cm到 10cm之间

10．小明用焦距为 10厘米的凸透镜做成像规律实验，记录了

光屏上成清晰像时的四组数据（如表），其中明显错误的一组

是（ ）

A．甲 B．乙 C．丙 D．丁

11．小明做“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实验时，在光屏上得到烛焰清晰的缩小的像，然后他把燃烧的

蜡烛和光屏互换位置，这时光屏上能看到（ ）

A．倒立、放大的像 B．倒立、缩小的像

C．正立、放大的像 D．正立、缩小的像

12．物体经过凸透镜成像的大小取决于 。若用同一块凸透镜

在研究凸透镜成像时，光屏出现的清晰像过小，为了使光屏上的像大一些，进行的操作是：

（1） ；（2） 。

级别 甲 乙 丙 丁

物距（cm） 10 15 20 30

像距（cm） 40 30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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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压强专题复习（1）

1. 甲、乙两个质量相同的实心正方体分别放在水平地面上，它们对水平地面的压强关系是 P 甲

<P 乙，若分别在两个正方体上表面中央施加竖直向下的力，使两个正方体对水平地面的压强相同，

则力 F 甲、F 乙的大小关系是 （ ）

A F 甲<F 乙。 B F 甲=F 乙。

C F 甲>F 乙。 D 以上都有可能。

2. 两个完全相同的圆柱形容器内分别盛有质量相同的水和酒精(ρ水>ρ酒精)，将实心金属球甲浸没

在水中、实心金属球乙浸没在酒精中，且均无液体溢出，这时水和酒精对容器底部的压强大小相等，

则可以确定 ( )

A 甲球的质量大于乙球的质量。 B 甲球的质量小于乙球的质量。

C 甲球的体积大于乙球的体积。 D 甲球的体积小于乙球的体积。

3．甲、乙两个实心正方体物块放在相同的海绵上，甲的凹陷程度比较深。将它们沿水平方向切

去一部分后，剩余部分对海绵的凹陷程度如图 4所示，则

A．甲切去的质量一定比乙小

B．它们切去的质量一定相同

C．甲切去的高度一定比乙大

D．它们切去的高度一定相同

4．两个足够高底面积不同的圆柱形容器中分别盛有质量相等的甲、乙两种不同液体，如图 4所示(S

甲>S 乙)。若在两容器中分别注入相等高度的甲、乙两种液体后，则以下关于液体的

密度ρ甲、ρ乙及此时液体对容器底部压强 p 甲、p 乙的判断正确的是

A．ρ甲>ρ乙，p 甲>p 乙 B．ρ甲>ρ乙，p 甲<p 乙

C．ρ甲<ρ乙，p 甲>p 乙 D．ρ甲<ρ乙，p 甲<p 乙

5．两个完全相同的圆柱形容器内盛有 A、B两种液体，某实心金属小球浸

没在 A中，如图 3所示，此时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强 pA>pB。若将小球从 A中拿出并浸没在 B中(液

体不溢出)，则以下判断一定正确的是

A．放入 B中后，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强 pʹA<pʹB
B．放入 B中后，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强 pʹA>pʹB
C．液体对容器底部压强的变化量大小ΔpA>ΔpB
D．液体对容器底部压强的变化量大小ΔpA=ΔpB

6.如图 4所示，薄壁轻质柱形容器内分别盛有不同的液体 A、B，
有两个相同的金属球分别浸没在 A、B液体中，此时，液体对容器底

的压强相等。现取出容器中的金属小球，则 A、B 液体对容器底部压

强的变化量△pA、△pB和两容器对地面的压力 FA、FB的关系是

图 4

乙甲

图 4

乙
甲

图 3

A B

图 4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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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PB FA>FB B．△PA>△PB FA<FB
C．△PA<△PB FA<FB D．△PA<△PB FA>FB

7．底面积不同的轻质薄壁圆柱形容器 A和 B被置于水平桌面上，它们原先分别盛有质量相同的甲、

乙两种液体，如图 3 所示。若从这两容器中分别抽出部分液体后，容器对水平桌面的压强 pA 、pB

的大小关系是

A 抽出相等质量的液体后，p 甲一定等于 p 乙。

B 抽出相等体积的液体后，p 甲可能大于 p 乙。

C 抽出相等厚度的液体后，p 甲可能大于 p 乙。

D 抽出相等厚度的液体后，p 甲一定等于 p 乙。

8．如图 2所示，底面积不同的圆柱形容器分别盛有甲、乙两种液体，

液体对各自容器底部的压强相等。若在两容器中分别抽出相同高度的液体，则剩余液体对各自容器

底部的压强 p、压力 F的关系是

A．p 甲>p 乙；F 甲> F 乙

B．p 甲<p 乙；F 甲< F 乙

C．p 甲=p 乙；F 甲> F 乙

D．p 甲=p 乙；F 甲< F 乙

9．如图 2所示，甲、乙两个实心均匀正方体静止在水平面上，甲对水平面的压强比乙小，下列

方案中一定．．能使甲对水平面压强大于乙的有

方案：①将甲沿竖直方向切去一半，并将切去部分叠放在甲剩余部分上方

②将乙沿竖直方向切去一半，并将切去部分叠放在甲的上方

③将乙沿水平方向切去一半，并将切去部分叠放在甲的上方

A．0个 B．1个 C．2个 D．3个

10．甲、乙两个均匀正方体（ρ甲＜ρ乙）分别放在水平地面上。若在两正方体的右侧，按图 2所

示方式沿竖直方向各截去相同的质量，它们剩余部分对地面的压强相等。则两个正方体原来对地面

的压力 F 甲、F 乙的关系是

A．F 甲一定大于 F 乙 B．F 甲可能等于 F 乙

C．F 甲一定小于 F 乙 D．F 甲可能小于 F 乙

11．如图 5所示，质量相等的 A、B两个均匀实心正方体放在水平面上，A的边长比 B大。如

果从其正中间水平或竖直方向打通一个横截面积大小相同的圆柱形的小孔后，使其剩余部分对水平

面压强相等。设想了下列四种做法：

① 两个正方体均水平打孔；

② 两个正方体均竖直打孔；

③ A竖直打孔、B水平打孔；

④ A水平打孔、B竖直打孔；

以上想法中能实现目的是

图 3

甲

A

乙

B

图 2

乙

甲

图 2

A
B

图 5

图 2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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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第十讲 压强专题复习（2）

1．如图 9所示，薄壁柱形容器甲静止在水平地面上，容器底面积为 S，内盛有质量为 2千克的水。

①求水的体积 V 水。

②求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力 F 水。

③若圆柱体乙的体积为 V 乙，密度为 2ρ水，现将其沿水平方向截去一部

分，并将截去部分浸没在甲容器的水中（水不溢出），使水对容器底

部压力的增加量∆F 水等于乙剩余部分对地面的压力 F 乙′，求乙截去的

体积∆V。（用字母表示）

2．如图 10所示，甲、乙两个质量均为 2千克的实心均匀圆柱体放在水平地

面上。甲的底面积为 4×10-3米 2，乙的体积为 0.8×10-3米 3。求：

①乙的密度ρ乙；

②甲对地面的压强 p 甲；

③若甲的底面积是乙的 1.5倍，在甲、乙的上部沿水平方向分别切去Δm 甲和Δm 乙，再将切去部

分互叠在对方剩余部分的上方，使甲、乙对水平地面的压强相等。请比较Δm 甲和Δm 乙的大小关系及

求出两者的差值。

3．柱形轻质薄壁容器的底面积为 1×102米 2，如图 11所示，内盛 0.2米深度的水后置于水平地面上。

① 求容器底部受到水的压强 p 水。

② 现将一块质量为 1.5千克、体积为 1×103米 3的物体完全浸没在容器的水中后，测得容器底部受

到水的压强为 2450帕。求此时容器对水平桌面的压强 p 容。

图 9
甲 乙

图 10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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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4. 如图 3所示，实心均匀正方体 A、B放置在水平地面上，受到的重力均为 64牛，A的边长为 0.2

米，B的边长为 0.3米。

① 求正方体 A对水平地面的压强 pA。

② 求正方体 A、B的密度之比ρA：ρB。
③ 若在正方体 A、B上沿水平方向分别截去相同的厚度 h后，A、B剩

余部分对水平地面的压强为 pA’和 pB’，请通过计算比较它们的大小关系及其对应的 h的取值范围。

5．如图 10所示，轻质薄壁圆柱形容器置于水平地面，容器中盛有质量为 4千克的水。

① 求水的体积 V 水。

② 求 0.1米深处水的压强 p 水。

③ 现有质量为 4千克的物体，其底面积是容器的一半。若通过两种方法增大

地面受到的压强，并测出压强的变化量，如下表所示。

请根据表中的信息，通过计算判断将物体放入容器时是否有水溢出，若有水溢出请求出溢出水

的重力 G 溢水，若无水溢出请说明理由。

方 法 地面受到压强的变化量（帕）

将物体放入容器中 980

将物体垫在容器下方 2940

A
B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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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盛有水的薄壁圆柱形容器置于水平地面，其底

面积为 2×10-2米 2，甲和乙是由同种金属制成、体

积不同的圆柱体。若只在圆柱形容器内轻放入甲

（或乙）时，甲（或乙）浸没在水中，且有水溢出

容器。现测得甲（或乙）轻放入容器后，容器对桌

面的压强 p、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强 p'以及溢出水的

质量 m，并记录在下表中。

① 求容器的高度 h。

② 求放入甲后容器对桌面的压力 F 甲。

③（a）求甲、乙质量的差值∆m；

（b）求制成圆柱体金属的密度。

第十一讲 电路专题复习（1）

1．在如图1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不变，闭合电键S，当滑动变阻

器的滑片P向右移动时，则（ ）

A 电流表 A与 A2的示数的比值将减小

B 电压表 V的示数与电流表 A的示数的比值将减小

C 电压表 V的示数与电流表 A的示数的乘积将增大

D 电流表 A与 A1的示数的比值将减小

2．如图 2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后，滑动变

阻器 R1的滑片 P由中点向右端移动，当滑片 P移至右端，为使此时电流表

A1示数与电流表 A示数的比值，跟原先滑片 P置于中点时的比值一致，需

用电阻 Rx来替换 R2则（ ）

A Rx＜ R2 B Rx＞R2

C Rx＝R2 D 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3．在图 3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 P，可使某一个电

表的示数变为零，已知电路元件均完好，则

A．向右移动变阻器的滑片可使电压表 V1示数为零

所放的

圆柱体

容器对桌

面的压强

p（帕）

水对容器

底部的压

强 p'（帕）

溢出水的

质量 m

（千克）

甲 9800 4900 2

乙 11760 4900 4

图 2

R1 P

S

R2

A1

A

V

图 1

A

图 3

R1 P

S

R2

V2V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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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向右移动变阻器的滑片可使电流表 A示数为零

C．向左移动变阻器的滑片可使电压表 V1示数为零

D．向左移动变阻器的滑片可使电压表 V2示数为零

4．在图 4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后，当滑动变阻器 R2的滑片 P由中点向

右端移动时，在下列①~④项中，不变的

①电流表 A1的示数 ②电流表 A2的示数

③电流表 A2示数与电流表 A1示数的比值

④电压表 V示数与电流表 A1示数的比值

A．只有① B．只有①②③ C．只有①④ D．只有①③④

5．在图 5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 U。电路中，电阻 R或灯 L中

的一处发生断路故障。当电键 S 闭合后，能判断故障所在的是电压表

（选填“V1”或“V2”），请写出该电压表的示数及相对应的故

障 。

6．如图 6所示的电路中，闭合电键 S 后，电路能正常工作。由于电

阻 R或灯 L之一发生了故障，导致灯 L不再发光。用一个同规格且完好的灯 L'替换

就能准确判断出具体的故障原因。

请根据相关信息，写出替换后所看到的现象及相应的故障。

7．在图 5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 电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

电路中至少有一个电表的示数变大，故障发生在电阻 R1、R2上，其他元件

仍保持完好。

① 用一个完好的小灯替换 R2后，小灯 （选填“一定发光”、“一

定不发光”或“可能发光”）。

② 在原故障电路中，将电流表 A 与 R1位置互换后，电压表 v 的示数不发

生变化，电路中可能存在的故障是 。

8．在图 8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 U。已知电路中仅有一处

故障，且只发生在电阻 R、灯 L上。电键 S闭合前后，电流表指针所

在的位置不变。请根据相关信息判断电流表有无示数及对应的故障。

__ __

9．在图 9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 U且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发现电压表的示数不变，已

知电阻 R1、R2中仅有一个出现了故障。

请根据相关信息写出电压表的示数及相对应的故障。

。

10、在图 10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灯 L、电阻 R

图 10

S
R

L

A

V1 V2

图 8

AS

LR

S

R1

V

R2

图 9

PV

R1

R2

S

A1

A2

图 4

P

图 5

V1

S

V2

L

R

图 6

S

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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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了故障，若将电路中的灯泡换成相同规格的完好灯泡后，闭合电键 S后：

① 若灯泡发光，则三个电表中示数一定不为零的是 表；

② 若灯泡不发光，则三个电表中示数一定不为零的是 表．

11. 在图 11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灯 L或电阻 R可

能出现了故障：

①闭合电键 S后，发现电流表 A1示数保持不变，则故障是 ；

②然后断开电键 S，发现电流表 A2示数发生变化，则故障是 。

第十二讲 电路专题复习（2）
1．在图 10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10欧。闭合电键 S，两电流表

的示数分别为 0.9安和 0.6安。

⑴ 求电源电压 U。
⑵ 求通过电阻 R2的电流 I2。
⑶ 现用电阻 R0替换电阻 R1、R2中的一个，替换前后，

一个电流表示数变化了 0.1安，另一个电流表示数不变。

求电阻 R0的阻值。

2．在图 12（a）所示的电路中，电流表 A1、A2的表盘均如图 12（b）所示，电源电压为 6伏且

保持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10欧。

① 求电键 S闭合后电流表 A2的示数。

② 现有上表所列的 A、B、C三种不同规格的变阻器，请在不损坏电路元件的情况下，按以下

要求各选择一个变阻器取代电路中的变阻器 R2。

（a）能使电路的电功率获得最大值，并求电功率最大时通过变阻器 R2的电流 I2。

（b）使电路中电流表 A1示数的变化量最大，并求出该变化量ΔI。

图 11

图 10

A1

A2
S

R1

R2

（a） （b）

P

R1

R2

S

A2

A1

图 12

序号 变阻器的规格

A 5Ω 3A

B 20Ω 2A

C 50Ω 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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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图9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

① 若电源电压为6伏，电阻R1的阻值为10欧，求通过电阻R1的电流I1

和电阻R1消耗的电功率P1。

② 若电阻R1的阻值为2R0，通过R1的电流为I0；当移动变阻器的滑片P

时，电流表示数的变化范围为2I0~5I0。求滑动变阻器R2连入阻值的变化

范围。

4．在图 12（a）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 24伏

保持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10欧，滑动变阻器标有“50Ω

2Α”字样，所用电表的表盘如图（b）所示。闭合电键 S

后，在电路各元件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移动变阻器滑

片 P的过程中求电流表示数的最大变化量。

5．在图 12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 18伏保持不变，电阻 1R 的阻值为 10欧。闭合电键 S ，

电流表 A的示数如图 13（ a）所示。

① 求电阻 1R 两端的电压 1U 。

② 求此时滑动变阻器 2R 连入电路的阻值。

③ 现有标有“20 2A ”、“50 1A ”字样的滑动变阻器可供选择，有一个表盘如图 13（b）

所示的电压表可接入电路。

当选用标有 字样的变阻器替换 2R ，并把电压表接入 两点间时（选填“ AB ”、“CD ”、

图 9

R2

R1

P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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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或CD ”），在移动电阻器滑片P的过程中电压表示数的变化量 U 最大。求电压表示数的最大

变化量 最大U 。

6．在图 10所示的电路中，电阻 R1的阻值为 5欧，滑动变阻器上标有“20Ω 2Α”字样。现有电

压为 6伏的电源一个，表盘如图 11（a）、（b）所示的电流表、电压表各一个。

① 若在 AB间接入电源，CD间接入电压表，闭合电键后，电压表示数为 2伏，求通过电阻 R1
的电流 I1和此时变阻器 R2连入电路的阻值。

请将元件填入图中

② 请选择一个电表，将电源和选择的电表接入 AB、CD间，要求移动变阻器的滑片 P 时通过

变阻器的电流变化量I最大。

（a）写出选择的电表及电表接入的位置。

（b）求出通过变阻器的电流变化量的最大值I 最大。

第十三讲 电路专题复习（3）

“伏安法测电阻” “测小灯泡电功率”的综合题常根据在实验过程中所碰到的具体问题，创设各种

图 10

R1 R2

S

P

A B

C D

图 10

R1 R2

S

P

A B

C D

图 11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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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情景，要求学生能结合电学的重点知识：欧姆定律、串并联电路的特点和电功率的概念，通过分析

和逻辑推理，测得待测电阻阻值或小灯泡的额定功率，这类题目分析思考的基本思路是：

R=U/I P 额=U 额 I 额 其中：U 额=U 总-U 滑 I 额=I 滑=U 滑/R 滑

1. 某小组同学做“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实验。

① 该实验的目的是： 。

② 为进行多次实验，三位同学各自设计了三个不同的实验方案，简述如下表所示。

方案序号 Ⅰ Ⅱ Ⅲ

实 验

电 路

设 计

要 点

通过改变串联电

池的节数改变电源两

端的电压

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待测电

阻与已知阻值的定值电阻串联，

并换用阻值不同的定值电阻。

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待

测电阻与滑动变阻器串联，

移动变阻器的滑片。

（a）上述三个方案中，能实现“多次实验，减小误差”的方案有 （填序号）；方案Ⅲ与另两

个方案相比，优点有： （写出两点即可）。

（b）小明同学根据方案Ⅲ，准备测量阻值约为 20欧的电阻，实验所提供的器材齐全完好，其中：

电源电压为 6伏且保持不变，电流表、电压表规格如

图 12所示，滑动变阻器有两种规格（分别标有“5欧

3安”和“50欧 1.5安”字样）。

小明对所提供两种规格的滑动变阻器，提出了问题：

实验中，两种变阻器是可以随意用一个变阻器，还是其中一个更适合实验？请你根据实验的相关条

件，帮助小明解决问题并简要说明理由。

2. 小红同学做“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实验，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实验所用器材齐全且完好，

滑动变阻器所标的“1 安”字样清晰可见。小红在连接变阻器时将滑片置于一端，使其电阻线全部

接入电路中，电路连接完毕后试触电键，观察到电压表的指针位置如图 12（a）所示。她经过分析

思考，重新正确连接电路，且实验步骤正确，闭合电键后观察到两电表的示数分别为 0.2安、2.0伏。

随后根据要求，又进行了两次实验，其中一次实验是使电路中的电流达到最大，此时两电表的指针

A

Rx

S

V

A

R 定 Rx

S

V A

Rx PR 滑

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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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如图 12（b）、（c）所示。

（1）根据图 12（b）、（c）所示，该次实验所测得待测电阻的阻值为 欧。（计算结果精确到 0.1

欧）

（2） 根据相关信息，请写出试触电键时电压表接在电路中的可能位置。

（3） 根据相关信息，求本实验所用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 （写出简要的计算过程或

理由）

3. 小李同学做“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实验，现有电源（电压为 2伏的整数倍且保持不变）、

一个待测电阻 Rx、电流表、电压表、滑动变阻器、电键及导线若干。小李连接电路，使变阻器接入

电路中的电阻最大，闭合电键时观察到电压表示数为 10伏、电流表示数为 0.2安。小李移动滑片 P

到某一位置，发现电压表和电流表示数如图 14（a）、（b）所示。他继续移动滑片 P至另一端时发现

电流表示数为 1.1安。

① 请画出小李同学的实验电路图。

② 请将正确的数据填写在下表中。

（计算电阻时，精确到 0.1欧）

4．小华同学做“用电流表、电压表测电阻”实验，现有电源（电压为1.5伏的整数倍且保持不变）、

滑动变阻器A、B两个待选（A标有“10Ω 1Α”字样、B标有“20Ω 2Α”字样），电流表、电压表（只

有0～3伏档完好）、待测电阻RX、电键以及导线若干。小华正确连接电路，实验步骤正确，闭合电键

时电表的示数如图19（a）、（b）所示。

物理量

实验序号

电压Ux

（伏）

电流 Ix

（安）

电阻 Rx

（欧）

电阻 Rx平均值

（欧）

1

2

3

图 12

（a） （b） （c）

图 14
（a） （b）

图 19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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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华略微移动变阻器的滑片，发现电压表的指针就满偏了。经过思考，小华仅调整电压表接入

电路的位置并重新实验，当滑片移至某点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0.36安，电压表的示数如图 20所示。

当滑片移至某端点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0.42安。

1 实验中所用电源的电压为 伏，选用的滑动变阻器为 （选填“A”或“B”）。

②请将下表填写完整。（计算电阻时，精确到 0.1欧）

5. 小华同学做“测定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现有学生电源（电压为 2伏的整数倍）、额定电压为“2.5V”、

“3.5V”、 “4.5V” 、 “6.3V”的待测小灯（额定功率在 0.6瓦~1.8瓦之间）、电压表、电流表、滑动变

阻器（标有“20Ω 2A”字样）、电键以及导线若干。他正确连接电路后闭合电键，移动变阻器的滑

片直至小灯正常发光，发现此时变阻器的滑片 P在中点附近，电流表示数如图 4所示。

① 小华同学所用的电源电压为________伏。

② 请根据相关信息计算出小灯的额定功率。________（需写出计算过程）

物理量

实验序号
电压Ux

（伏）

电流 Ix

（安）

电阻

Rx

（欧）

1

2

3

图 4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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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考点练习（1）

1．在图 1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向右移动时，则

（ ）

A．电流表 A示数与电流表 A1示数的差值变大

B．电流表 A示数与电流表 A1示数的比值变大

C．电压表 V示数与电流表 A示数的乘积变大

D．电压表 V示数与电流表 A1示数的乘积变大

2．如图 2所示的电路中，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由右端向中点再向左端移动过程中，电流表 A的示数

变化量分别为ΔI 右−中、ΔI 中−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ΔI 右−中一定大于ΔI 中−左。

B．ΔI 右−中一定小于ΔI 中−左。

C．ΔI 右−中一定等于ΔI 中−左。

D．ΔI 右−中可能大于ΔI 中−左。

3．在图 3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能使电流表 A示数变小的操作是（ ）

A．将电阻 R1与 R2的位置互换

B．将电阻 R1与电压表 V的位置互换

C．将电流表 A1与 A的位置互换

D．将电阻 R2与电压表 V的位置互换

4．在图 4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 闭合电键 S，发现只有两个电

表的指针发生偏转，已知电阻 R1、滑动变阻器 R2中仅有一个出现了故障。

①电路中的故障可能是 ；

②接着，移动变阻器 R2的滑片 P，只观察到一个电表的示数发生了改变，则

故障一定是 。

5．如图 5所示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电路正常工作。一段

时间后，

发现小灯泡突然熄灭。若故障只发生在小灯 L或电阻 R 处。

（1）该电路发生的故障情况可能是：_____________________（写出所有可

能情况）。

（2）用一个完好的小灯 L＇并联在 （选填“R”或“L”）两端，可

以确定具体的故障情况，说出每一种故障时的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如图 6所示电路，电源电压保持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10欧，滑动变阻

器 R2上标有“50Ω 2Α”字样，电键 S闭合后，电流表 A的示数增加了 1.2安。
R2 P

A

SR1
V

图 6

V

A

A1

S

R1

R2

图 1

图 3

V

A

A1

S

R1

R2

S

A
R1 R2

图 2

R L

S

图 5

图 4

P
V1

S

R1 R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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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1）电源电压。

（2）为了使各元件都能正常工作，求滑动变阻器的阻值范围。

（3）现有两个定值电阻：A 8Ω 、B 20Ω，从中选择一个来替换 R1要求通过移动变阻器滑片

P使电流表 A示数的变化量最大，且电路正常工作。

（a）应选择定值电阻________（选填“A”或“B”）来替换 R1。

（b）求出电流表示数的最大变化量。

7．在图（a）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 16伏且保

持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10欧，滑动变阻器 R2上

标有“50Ω 2Α”字样。所用电压表的表盘如图 b所示，

闭合电键 S后，电路中的电流为 0.4安。求：

（1）电压表 V1的示数 U1。

（2）通电 10秒，电流通过变阻器 R2所做的功W2。

（3）在各电路元件均安全工作的条件下，移动变阻器的滑片，电路中电流的最大变化量△I 最大。

8．在图（a）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为 15伏且保持不变，电阻 R1的阻值为 30欧．闭合电键 S，

电流表的示数如图（b）所示。

（1）求通过电阻 R1的电流 I1。

（2）求电阻 R2的阻值。

（3）现用标有“50Ω 1.5A”字样的滑动变阻器 R0替换

电阻 R1或 R2中的一个，要求：在移动变阻器滑片 P

的过程中，电流表示数的变化量△I最大。替换 电阻。并求出该最大变化量△I 最大。



华询教育

32

第十六讲 考点练习（2）

1. 如图 1所示，均匀圆柱体甲和盛有液体乙的轻质圆柱形容器放置在水平地面上，他们对地面的压强相

等。现沿水平方向切去部分甲并从容器中抽出部分乙，且甲、乙质量的变化量相等。若甲切去部分高度

为Δh 甲，乙抽出部分高度为Δh 乙，它们剩余部分的质量分别为m′甲、m′乙，则（ ）

A．Δh 甲＞Δh 乙，m′甲＜m′乙

B．Δh 甲＞Δh 乙，m′甲＞m′乙

C．Δh 甲＜Δh 乙，m′甲＞m′乙

D．Δh 甲＜Δh 乙，m′甲＜m′乙

2.在图 2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 S后，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向右移动时（ ）

A．电压表 V2示数与 V1示数的比值一定变小

B．电压表 V2示数与 V1示数的比值一定不变

C．电压表 V2示数变化量与电流表 A示数变化量的比值一定变大

D．电压表 V2示数变化量与电流表 A示数变化量的比值一定不变

3．在图 3 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电阻 R、小灯 L 可能出现

了断路故障，闭合电键 S1后：

①若小灯 L不发光，则电路中一定存在的故障是________。

②电路中有 A、B、C、D四点，将电压表接入__________两点，且________S2

（选填“断开”或“闭合”），若电压表示数_________（选填“为零”或

“不为零”），则可判断电阻 R断路。

4．小华做“测定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现有电源两个（电压分别为 4伏、6伏）、待测小灯（标有“2.5V”

字样）、电流表、电压表、滑动变阻器（标有“10

2A”字样）、电键及导线若干。实验中，他连接

电路后，移动滑片使变阻器连入电路的电阻最

大，闭合电键时，发现小灯发光很亮，电压表、

电流表的示数分别如图 4（a）、（b）所示。

（ 1）小华连接的电路中电压表并联在

________两端（选填“小灯”、“滑动变阻器”），他选用电源的电压为________伏。

（2）小华仅更换了电源，闭合电键前使变阻器连入电路的电阻最大。闭合电键后，他移动滑片，发

现电压表示数变小。

（a）小华应移动滑片直至电压表示数为________伏时，小灯正常发光。

（b）若此时电流表的示数为 0.3 安，则小灯的额定功率为________瓦，变阻器连入电路的阻值为

________欧。

图 3

S1

R
B C

L
A

D

S2

图 1

甲 乙

图 2

V1

R1

R2
A

S

V2

图 4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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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华在“测定小灯泡的电功率”实验中，选用的器材有电源、待测小灯（标有“1.5V”字样）、

电压表、电流表、滑动变阻器（“20Ω 2A”和“10Ω 2A”两个变阻器可供选择）、电键以及导线

若干，所有器材均完好。

（1）他连接好电路，实验步骤正确，闭合电键后发现小灯不发光，电流表示数为 0.3安，电压表示数

为 0伏。他继续移动滑片发现灯始终不亮，电流表示数逐渐增大至 2安。该同学经过分析，发现电路

中除一个电表外，其余连接均正确。接着他正确连接电路，移动滑片，当小灯正常发光时，滑片的位

置恰好在中点上（即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为最大阻值的一半）。

（2）画出小华同学最初的实验电路图。

（3）请根据相关信息计算出小灯的额定功率。（需写出计算过程）

6.小红和小华通过实验研究将物体放入液体的过程中容器对桌面压力的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他们将甲、乙两个柱形物体先后挂在弹簧测力计下，并将其逐渐浸入同一容器的液

体中（液体不溢出）。他们读出测力计示数 F，并测得容器对桌面压力 F 桌，然后根据相关

物理量计算出物体所受浮力 F 浮，将数据记录在表一、表二中。

表一 物体甲（重为 32牛）

实验序号 1 2 3 4 5 6

F（牛） 22 18 14 10 10 8

F 浮（牛） 10 14 18 22 22 22

F 桌（牛） 78 82 86 90 90 92

表二 物体乙（重为 40牛）

实验序号 7 8 9 10 11 12

F（牛） 30 25 22 18 15 8

F 浮（牛） 10 15 18 22 22 22

F 桌（牛） 78 83 86 90 93 100

（1）小红分析比较实验序号_____________后得出结论：柱形物体浸入液体中，物体所受浮力相同，

容器对桌面压力相同。

（2）小华分析比较实验序号 1、2、3或 7、8、9后得出结论：同一柱形物体浸入液体中，____________

越大，容器对桌面压力越大。

（3）两位同学交流讨论后，发现他们的结论都有不合理之处。表一中实验序号________得到的结论

就与小红的结论不符合，表二中实验序号_________得到的结论就与小华的结论不符合。

（4）分析表一中实验序号 5与 6的数据与小红结论不符的原因：_____________。

（5）两位同学仔细分析实验序号 1~6或 7~12的容器对桌面压力 F 桌与弹簧测力计示数 F的关系可

得出的结论是：同一物体浸入液体中，_____________。

（6）他们进一步分析实验序号 1~6或 7~12数据后得出：同一物体浸入液体中，________是相同的。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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