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371401002021年江西省中考物理试卷

物理试题卷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共 16分，每空 1分）

1.答案：南 沈括

解析：地球本身是一个大磁体，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磨制成的勺子，即其实质就是一块磁铁，

其长柄为 S极，在地球的磁场中受到磁力的作用，由于地磁 N极在地理的南极附近，地

磁的 S极在地理的北极附近，故长柄所指方向是地磁北极，地理南极附近，即地理的南

方；中国北宋的沈括最早发现了地磁两极与地理两极并不重合的现象，比西方早了 400
多年。

2.答案：音调 空气

3.答案：位置 做功

解析：质量是物质本身的一种属性，不会随着形状、状态、温度和位置的改变而改变，所

以样品的质量不会改变；返回舱穿越大气层的过程中，返回舱和大气摩擦生热，返回舱表

面温度升高，这是通过做功的方式使其内能增加的。

4.答案：正比 ＞

解析：由图像可知，同种液体内部的压强与深度关系图像是正比例函数图像，故同种液体

内部的压强与深度成正比；根据公式 p＝ρ液gh，结合图像可知，在深度相同时，液体压强

p 甲＞p 乙，所以，ρ甲＞ρ乙。

5.答案：折射 反射

解析：上方镜是放大镜，透过上方镜能看到放大的印章，这属于光的折射现象；下方镜是

平面镜，通过下方镜能看到印章底部的字是属于平面镜成像，是利用光的反射现象。

6.答案：并 大地

解析：在家庭电路中，各用电器工作时互不影响，是并联的，所以三孔插座应并联在电路

中；

三孔插座的上孔接地，用电器的金属外壳接三脚插头的上端，当用电器插入三孔插座时，

使金属外壳接地，人体被接地的导线短路，即使金属外壳的用电器漏电时，也不会发生触

电事故。

7.答案：0.2 静止

解析：由题可知，物体移动的速度 v 物＝0.1m/s，且 n＝2，因为，在相同的时间内，绳子

自由端移动的距离 s是物体上升高度的 n倍，即 s＝nh，所以绳子自由端移动的速度：vF
＝

nv 物＝2×0.1m/s＝0.2m/s；物体运动时，动滑轮和物体 A一起运动，物体 A和动滑轮之

间没有发生位置的改变，所以，以动滑轮为参照物，物体 A是静止的。

8.答案：变亮 变小

解析：当开关 S、S1闭合时，滑动变阻器与灯泡 L串联，电压表测电源两端的电压，当滑

动变阻器的滑片 P向右移动时，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变小，电路的总电阻变小，由 I
＝ 可知，电路中的电流变大，由串联电路的分压特点可知，滑动变阻器两端分得的电压

变小，灯泡两端分得的电压变大，因灯泡的亮暗取决于实际功率的大小，所以，由 P＝
UI可知，灯泡的实际功率变大，灯泡变亮。当开关 S闭合、S1断开时，滑动变阻器和灯

泡 L串联，电压表测滑片右侧电阻丝和灯泡 L两端电压之和，因电压表的内阻很大、在

电路中相当于断路，所以，滑片移动时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不变，电路中的总电阻不

变，由 I＝ 可知，电路中的电流不变，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向右移动时，滑片右侧电

阻丝的阻值变小，

由 U＝IR 可知，滑片右侧电阻丝两端的电压变小，灯泡两端的电压不变，则滑片右侧电

阻丝和灯泡 L两端电压之和变小，即电压表的示数变小。



二、选择题（共 14分，把你认为正确选项的代号填涂在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第 9～12
小题，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每小题 2分；第 13、14小题为不定项选择，每小题有

一个或几个正确选项，每题 3分。全部选择正确得 3分，不定项选择正确但不全得 1分，

不选、多选或错选得 0分）

9.答案：B
解析：正常情况下，人的体温在 37℃左右，变化幅度很小，故 A不合理；正常情况下，

人的脉搏跳动一次的时间接近 1s，1min跳动的次数在 75次左右，故 B合理；中学生的

质量在 50kg 左右，受到的重力大约为 G＝mg＝50kg×10N/kg＝500N，故 C不合理；中

学生的体重在 G＝500N左右，双脚站立时与水平地面的接触面积在 0.05m2左右，双脚对

水平地面的压强在 p＝ ＝ ＝ ＝104Pa左右，故 D不合理。

10.答案：C
解析：小球在斜面上滚动，与斜面之间的摩擦是滚动摩擦，故 A错误；小球从斜面滚下

过程中，质量不变，高度减小，故重力势能减小，同时速度变大，动能增加，所以是将重

力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故 B错误；小球在水平桌面上运动时，竖直方向受到的重力

和支持力是一对平衡力，大小相等，故 C正确；小球在水平桌面上做曲线运动，运动状

态发生了变化，说明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故 D错误。

11.答案：A
解析：将钥匙插入仪表板上的钥匙孔并旋转，汽车启动，所以旋转钥匙相当于闭合开关，

故 A正确；电磁铁是利用电流的磁效应来工作的，故 B错误；读图可知，电流从电磁铁

的上端流入，用右手握住螺线管，使四指指向电流的方向，则大拇指所指的上端为螺线管

的 N极，故 C错误；电动机能够将电能大部分转化为机械能，但也会产生一少部分内能，

故 D错误。

12.答案：A
解析：如凸透镜的焦距为 10cm，则此时物距大于二倍焦距，像距位于一倍焦距和二倍焦

距之间，即像出现在光具座 70～80cm之间，故 A符合题意；如凸透镜的焦距为 20cm，

则此时的物距位于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像距应大于二倍焦距，即大于 40cm，像出

现在光具座 100cm以外，所以在光具座上移动光屏，不能得到清晰的像，故 B不符合题

意；如凸透镜的焦距为 30cm，此时的物距等于一倍焦距，不成像，故 C不符合题意；如

凸透镜的焦距为 40cm，此时的物距小于一倍焦距，成正立放大的虚像，虚像不能用光屏

承接，故 D不符合题意。

13.答案：AD
解析：小明同学参加校运会百米赛跑的情景。跑步过程中，他时刻都要受到的有重力，大

气的压力，因为地球附近的物体都受到重力和大气压力，当小明在跑步的过程中，脱离地

面此时不会再有支持力、摩擦力，故 AD正确，BC错误。

14.答案：CD
解析：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相互作用的两个力大小相等，在受力面积相同时，由公式

可知：鸡蛋和石头受到的压强大小是相等的，鸡蛋破碎是因为鸡蛋硬度太小，故 A错误；

水沸腾的条件是：温度要达到沸点，还要不断吸热，移开酒精灯后，水不能再从外界吸热，

所以不能继续沸腾，故 B错误；惯性是指物体保持原来运动状态不变的性质，一切物体

都具有惯性。急刹车时，乘客由于有惯性，会继续向前运动，故 C正确；电流表的工作

原理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作用，受力方向与磁场方向、电流方向有关，在磁场方向

不变时，电流方向改变，其受力方向改变，导致反向偏转，故 D正确。

三、计算题（共 22分，第 15、16小题各 7分，第 17小题 8分）

15.解：（1）因为冰川漂浮，所以冰川熔化前受到的浮力等于重力，即 F 浮＝G＝m 冰g；



（2）根据阿基米德原理 F 浮＝ρ海V 排g 知，冰川熔化前排开海水的体积：V 排＝ ＝

＝ ＝ ；

（3）因为冰川熔化成水后质量不变，所以 m 水＝m 冰，

若冰川中的冰全部熔化成水，水的体积：V 水＝ ＝ ；

（4）因ρ海＞ρ水，所以由 V 排＝ 和 V 水＝ 可知，V 排＜V 水，所以海中冰川熔化后，

海平面会升高。

16.解：（1）灯泡标有“2V 2W”，灯泡正常工作时的电流：I＝ ＝ ＝1A，灯泡的电阻：

RL＝ ＝ ＝2Ω；

（2）由题意知在滑动变阻器连入电阻为零时，通过电路的最大电流是 1A，
电学元件的总电阻：R＝ ＝ ＝6Ω，则 R＞RL，串联电路总电阻大于任何一个分电阻，

所以灯泡和定值电阻串联接入电路。

（3）当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为 0时，电路总电阻最小，通过电路的电流最大，由

欧姆定律可得电路总电阻：R＝ ＝ ＝6Ω，

串联电路总电阻等于各分电阻之和，所以定值电阻 R0的阻值：R0＝R﹣RL＝6Ω﹣2Ω＝4Ω；
（4）当通过电路的电流最小时，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最大，由欧姆定律可得电路

总电阻：R′＝ ＝ ＝30Ω，则滑动变阻器的最大阻值：RH＝R′﹣R0﹣RL＝30Ω

﹣4Ω﹣2Ω＝24Ω。
17.解：（1）由表格数据知燃气热水器的流量为 5.0L/min，正常工作 10min流出的热水的

体积：V＝5.0L/min×10min＝50L＝0.05m3

由ρ＝ 可得水的质量为：m＝ρ水V＝1.0×103kg/m3×0.05m3＝50kg。

（2）燃气热水器正常工作 10min流出的热水所吸收的热量为：

Q 吸＝c 水m（t﹣t0）＝4.2×103J/（kg•℃）×50kg×（50℃﹣20℃）＝6.3×106J；
（3）即热式电热水器正常工作时的功率 P＝7000W，

则电热水器消耗的电能为：W＝Pt′＝7000W×（16×60s+40s）＝7×106J；
此过程中的即热式电热水器的加热效率：η＝ ×100%＝ ×100%＝90%。

（4）使用电能的显著优点是污染少，效率高。

四、实验与探究题（共 28分，每小题 7分）

18.答案：（1）电流 0.5mA （2）未标注单位 17.0cm （3）将游码移至标尺左端的

零刻度线处，向右调节平衡螺母直至天平水平平衡 （4）液体热胀冷缩 18℃﹣24℃
解析：（1）图 1表盘上有“mA”字样，表明该表是测量的电流仪表；刻度的单位是 mA，
图中电流表一大格 2mA被分成 4小格，每小格表示 0.5mA，即分度值是 0.5mA。（2）图

2甲中刻度尺缺陷是未标注单位，根据一般中学生“一拃”长度在 15cm左右，图中刻度

尺的读数值为“17”左右，故刻度尺的单位是：cm，分度值为 1cm，图中“一拃”的左

端与 20cm刻度线对齐，读为 20.0cm，右端与 37cm刻度线对齐，读为 37.0cm，所以图中

“一拃”的长度：L＝37.0cm﹣20.0cm＝17.0cm。（3）图 2乙中游码不在标尺的零刻度线，

天平在使用前需将游码移至横梁标尺的零刻度线处，再调节平衡螺母，使指针对准分度盘



的中央刻度线（或在中央刻度线两侧摆动幅度相同），天平水平平衡。（4）实验室常用温

度计是根据液体热胀冷缩的原理制成的；观察图 2丙中的温度计，分度值是 1℃，读出“舒

适”范围的温度值为：18℃﹣24℃。

19.答案：（1）如图所示

（2）断开 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观察小灯泡是否发光 （3）0.75 较暗

【拓展】①灯泡两端的电压不能达到额定电压 ②电压表正、负接线柱接反了

（1）灯泡的额定电流约为 I＝ ＝ ＝0.25A，则电流表的量程为 0～0.6A，要使滑动

变阻器连入电路时阻值最大，接线柱 B必须接入电路中，用导线把电流表“0.6”接线柱

与变阻器 B接线柱连接即可。（2）为保护电路，电路连接时开关应断开；闭合开关前，

滑片置于阻值最大处，闭合开关后，电流表有示数，说明电路是通路，电路不存在断路，

滑动变阻器阻值全部接入电路，电路总电阻很大，电路电流很小，灯泡实际功率很小，可

能不足以引起灯泡发光，所以，下一步操作：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观察小灯泡是否发光。

（3）由表格数据可知，灯泡两端的电压 UL＝2.5V时，通过的电流 IL＝0.30A，则灯泡的

额定功率 PL＝ULIL＝2.5V×0.30A＝0.75W，当灯泡两端电压 UL′＝1.5V时，通过的电流

IL′＝0.22A，则灯泡的实际功率 PL′＝UL′IL′＝1.5V×0.22A＝0.33W，由 PL＞PL′可

知，当小灯泡两端电压为 1.5V时，小灯泡的亮度较暗。【拓展】①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

阻 RL＝ ＝ ≈8.3Ω，图乙中，当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为零时，灯泡两端

的电压最大，此时电路中的电流 I 大＝ ＝ ≈0.21A，此时灯泡两端的电

压 UL″＝I 大RL＝0.21A×8.3Ω≈1.8V＜2.5V，所以，灯泡两端的电压不能达到额定电压；

②保持滑片位置不变，电压表所接的 b接点不动，只断开 a接点，改接到 c接点上，会

造成电压表正负接线柱反接，不能测定值电阻 R0两端的电压。

20.答案：【设计实验与进行实验】（1）左 （3）数量

【分析与论证】一和二 方向 二 刻度尺 力的作用线

解析:【设计实验与进行实验】（1）当杠杆不在水平位置平衡时，我们需要通过调节杠杆

两端的平衡螺母来调平。调平原则为：左高左调，右高右调。本题中，杠杆左端较高，所

以需要向左调节平衡螺母，直至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3）小明所做的实验中，阻力是由

挂在 O点左侧的钩码提供的，动力是由挂在 O点右侧的钩码提供的，所以阻力＝左侧钩

码重，动力＝右侧钩码重，动力与重力的方向均为竖直向下。分析表格中实验 1、2、3
中数据可知，动力与阻力的大小都在变化，这就说明左右两侧所挂钩码的数量均在变化。

【分析与论证】小明所做的三次实验均是在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时完成的，这就导致动力

臂、阻力臂均在杠杆上，所以我们无法区分动力臂（阻力臂）与支点到动力（阻力）的距

离，所以根据小明的数据，猜想一、二都可以得到验证。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

改变动力或阻力的方向，使动力臂（阻力臂）与杠杆有一定的角度，而不是重合在一起。

分析实验 4、5中的数据我们发现，动力×支点到动力作用点的距离≠阻力×支点到阻力

作用点的距离，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猜想二是错误的。若要验证猜想一，我们就需要

测出倾斜后的动力（或阻力）的力臂，为此，我们需要使用刻度尺进行测量，注意测量时

需使刻度尺与力的作用线垂直。若通过他们二人共同实验得出的数据可以验证猜想一，则

说明动力臂（阻力臂）为支点到动力（阻力）作用线的距离。



21.答案：【猜想与假设】秒表 【设计与进行实验】（2）不同 相同

【分析与论证】有关 【评估与交流】（1）时间 （2）温度 【拓展】速度

解析：【猜想与假设】实验中需要比较冰熔化的快慢，所以需要用秒表测量时间；【设计与

进行实验】（2）为了探究冰熔化快慢与隔热材料的关系，我们需控制其他条件相同，而改

变材料，所以需要用不同的隔热材料将 A杯和 B杯包裹相同厚度，C杯不包裹，并开始

计时；

【分析与论证】若 t1≠t2，说明冰块熔化的快慢与隔热的材料有关；【评估与交流】（1）该

实验是通过比较冰完全熔化所用的时间来比较冰熔化快慢的；（2）炎热的夏天，冰棒更容

易熔化，是由于夏天的温度更高，所以冰块熔化的快慢还可能与温度有关；【拓展】在物

理学中，我们用单位时间内通过路程的多少来表示速度；用单位时间内做功的多少来表示

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