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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课程标准和核心素养引领下,2019年中考物理试题充分体现了“从生活走进物理,从物理走向社

会”和“注意学科渗透,关心科技发展”的教学理念,强化了核心素养的“科学思维”在试题中的应用考查,呈现出以

“凸显科技发展”“渗透方程巧解”“体验一题多变”“综合坐标图像”“引领知识延伸”等命题趋向.本文通过2019年中

考物理试题亮点分析,旨在研究物理中考的导向以及核心素养引领下的应试方略,为今后的复习指导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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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亮点一 以凸显科技发展为选题背景

注重课程的时代性,关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需求是新课程标准理念之一.为此,对于材料、能源、

环境、信息、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应用考查成为中考的

一大亮点.
【例1】(2019年四川省眉山市)纳米陶瓷作为新

材料应用广泛,它具有耐磨损、耐腐蚀、耐高温、防渗

透、无磁性等特点,下列选项中不能使用纳米陶瓷材

料的是(  )

A.装烧碱的容器   
B.切割金属的刀具

C.乘坐公交用的IC卡

D.“C919”客机的外表涂层

答案:C.
解析:纳米陶瓷耐腐蚀,因此可以用来制造装烧

碱的容器,故选项A不符合题意;纳米陶瓷耐磨损,

硬度大,适合做切割金属的刀具,故选项B不符合题

意;纳米陶瓷完全无磁性,因此不能制造银行储蓄

卡,故选项C符合题意;纳米陶瓷耐磨损、耐高温、防
渗透,可以作为“C919”客机的外表涂层,故选项D
不符合题意.

【例2】(2019年四川省眉山市)为了督促司机遵

守限速规定,交管部门在公路上设置了固定测速仪.
如图1所示,汽车向放置在路中的测速仪匀速驶来,

测速仪向汽车发出两次超声波信号,第一次发出信

号到接收到反射回来的信号用时0.5s,第二次发出

信号到接收到反射回来的信号用时0.4s.若测速仪

发出两次信号的时间间隔是0.9s,超声波的速度是

340m/s,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汽车接收到第一次信号时,距测速仪170m
B.汽车两次接收到信号时位置相距34m
C.在该测速区内,汽车的速度是18.9m/s
D.在该测速区内,汽车的速度是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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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图1 例2题图

解析:(1)第一次发出信号到测速仪接收到信

号 用时0.5s,所以第一次信号到达汽车的时间为

0.25s,由v=s
t

可得汽车接收到第一次信号时,汽

车距测速仪s1=v声t1=340m/s×0.25s=85m,故
选项A错;第二次发出信号到测速仪接收到信号用

时0.4s,所以第二次信号到达汽车的时间为0.2s,

汽 车 接 收 到 第 二 次 信 号 时,汽 车 距 测 速 仪s2=
v声t2=340m/s×0.2s=68m;汽车两次接收到信

号时位置相距(即汽车行驶的距离):s′=s1-s2=85
m-68m=17m,故选项B错.

(2)汽车行驶这17m共用的时间t′=Δt-t1+
t2=0.9s-0.25s+0.2s=0.85s,所以汽车的车

速为v′=s′
t′=17m0.85s=20m

/s,故选项C错,选项D

正确.
分析:试题立足于前沿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推广,

巧妙融合科学知识原理,加快对新材料和新技术发

展的认知速度,引领学生认识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
技术·社会·环境”(简称“STSE”)的关系,形成科

学态度和科学世界观.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始终树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好习惯,

时刻关注科技发展,关注大众传媒报导、公告等与物

理知识有关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应用到课堂中,用
物理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利于提高学生

自身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2 亮点二 以渗透方程巧解为选题背景

霍金说:“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

史”“思维科学是培养人才的科学”.要培养一个人

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思维,在于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之一.也是认识

自然界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对“科学思维”

中的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推理与论证相互融合

的考查,也是2019年中考亮点之一.
【例3】(2019年四川省内江市)如图2所示,电

源电压恒定不变,闭合开关S,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

P从中点向b端移动一段距离,电压表V1和V2示数

的变化量分别为ΔU1 和ΔU2,电流表示数的变化量

为ΔI,阻值相同的定值电阻R1 和R2 消耗电功率的

变化量分别为ΔP1 和ΔP2.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A.ΔP1+ΔP2=ΔI2(R1+R2)

B.|ΔU1|>|ΔU2|

C.|ΔU1

ΔI |+|ΔU2

ΔI |=R1+R2

D.|ΔU1|<|ΔU2|
答案:C.

图2 例3题图

解析:(1)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P从中点向b端

移动一段距离,设移动前后电路中的电流分别为I1

和I2,由I=U
R

可得,电压表V2 示数的变化量

ΔU2=U2-U2′=I1R2-I2R2=
(I1-I2)R2=ΔIR2

则 |ΔU2|=|ΔIR2|
因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各分电压之和,所以,电压

表V1 示数的变化量

ΔU1=U1-U1′=(U-I1R1)-(U-I2R1)=
(I2-I1)R1=-ΔIR1

则 |ΔU1|=|ΔIR1|
因R1 和R2 的阻值相同,所以

|ΔU1|=|ΔU2|
故选项B,D错误.由

|ΔU1

ΔI |=R1

|ΔU2

ΔI |=R2

可知 |ΔU1

ΔI |+|ΔU2

ΔI |=R1+R2

故选项C正确.
(2)定值电阻R1 和R2 消耗电功率的变化量分

别为ΔP1 和ΔP2,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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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P1+ΔP2=(I21-I22)(R1+R2)=
(I1-I2)(I1+I2)(R1+R2)=
ΔI(I1+I2)(R1+R2)

故选项A错误.
【例4】(2019年湖南省株洲市)在图3所示电路

中,电源两端电压为U,3个定值电阻R1,R2和R3互

不相 等,电 流 表 A 的 示 数 为 IA,已 知 IA =
UR2

R1R2+R2R3+R3R1
.据该电路和IA 的表达式,下

列哪两个元件对调位置后,电流表的示数一定不

变? (  )

A.R1 和R2   B.R2 和R3

C.R3 和R1   D.电源和电流表

答案:C,D.

图3 例4题图

解析:由IA= UR2

R1R2+R2R3+R3R1
可知,R1 与

R3 互换时,电流表的示数不变,而R1 和R2 互换或

R2和R3互换时,电流表的示数发生变化,故选项A,

B错误,选项C正确;由电路图可知,电源和电流表

互换时,相当于原电路图中R1 与R3 互换,所以此时

电流表的示数不变,故选项D正确.
分析:2019年中考物理试题加大了对模型建

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创新等要素的考查.选
题知识点皆源于教材,试题呈现又高于教材,学生必

须通过剖析题干中的物理量规律,从具体到抽象,再
从抽象到具体,进行分析和综合,推理与判断;学生

必须经过归纳和演绎的科学思维论证过程,才能得

出科学正确的结论.
在教学中要有针对性地把握教与学的深度和广

度,立足科学思维的训练,促进教、学、考有机衔接,
这是当今课程改革备受关注的最为重要的落脚点.

3 亮点三 以体验一题多变为选题背景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创造性思维需

要有丰富的想象.”因此,对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的

考查是物理创新命题的亮点之一.

命题通过条件变换和不同的设问角度形成一题

多变,重点考查学生灵活而巧妙的思维发散与收敛

的能力,深层次挖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掌握解题规

律,得出科学结论,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这种题型

有利于促进学生探索试题变化规律,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问题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例5】(2019年山东省泰安市)如图4所示,完

全相同的A 和B 两个长方体物块叠放在水平桌面

上,用F=20N的水平向右的力作用在A物块上,A
和B 一起向右做匀速直线运动,经过3s,两个物块

一起移动了60cm的距离.下列相关说法中(  )

① 物块B 受到的重力和地面对B 的支持力是

一对平衡力

②物块A对B 的摩擦力大小是20N,方向向右

③地面对物块B的摩擦力大小是20N,方向向右

④ 拉力F 的功率为4W
A.只有 ①④ 正确    B.只有 ③④ 正确  
C.只有 ①③ 正确    D.只有 ②④ 正确

答案:D.

图4 例5题图

【例6】(2019年湖北省荆州市)如图5所示,A
和B 两个物体叠放在水平面上,同时用力F1 和F2

分别作用于A 和B 两个物体上,A 和B 始终处于静

止状态,其中力F1=3N,方向水平向左,力F2=5N
方向,水平向右,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A 和B 之间摩擦力为0
B.地面对B 的摩擦力为2N,方向水平向左

C.地面对B 的摩擦力为5N,方向水平向左

D.B 对A 的摩擦力为5N,方向水平向右

答案:B.

图5 例6题图

解析:据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A受到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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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水平向右,大小是3N,所以B 上表面受到A
的摩擦力水平向左,大小是3N,故选项A,D错误;

物体B处于静止状态,水平方向上受到A 对B 水平

向左的摩擦力、地面对B水平向左的摩擦力、水平向

右的拉力F2,这3个力是平衡力,所以地面对B水平

向左的摩擦力与A对B水平向左的摩擦力之和等于

水平向右的拉力F2,所以B下表面受到地面的摩擦

力大小为5N-3N=2N,方向水平向左,故选项C
错误,选项B正确.

【例7】(2019年山东省潍坊市)如图6所示,用
水平推力F将质量均为m 的木块A 和B压在竖直墙

面上保持静止,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木块B 受到的摩擦力大小一定等于F
B.木块B 受到的摩擦力方向竖直向上

C.木块A 受到墙面的摩擦力大小等于2mg
D.若增大力F,则木块B 受到的摩擦力变大

答案:选项B,C.

图6 例7题图

分析:发散思维中的“一题多变”“一题多解”既

能减负增效,又能帮助学生寻找问题变化规律,澄清

概念与规律的本质.
试题通过条件变换和不同的设问角度,深层次

地夯实对概念和规律内涵的理解,广角度地挖掘对

概念和规律外延的拓展,渗透整体法和隔离法解决

问题的巧妙性,应用转化法来破解摩擦力方向这一

难点.
因此,新课程学习要注意典型试题的拓展变化

规律,要注意思维发散方法的渗透,以此来发展学生

的核心素养.

4 亮点四 以综合图像表征为选题背景

注意学科间的联系与渗透是课程标准基本要

求.而科学客观世界的任何一种物质形态及其运动形

式都具有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这就决定了数学在物

理学科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一切科学只有在成

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为此,作为物理学科的数学工具表述是2019年

中考物理考查又一亮点,此类型试题考查频率越来

越高,命题形式也越来越活.
【例8】(2019年湖南省株洲市)在测量图7(a)

所示滑轮组机械效率η的实验中,通过改变物重G
或动滑轮重G动 进行多次实验,得到了如图7(b)所

示的效率与物重或动滑轮重的关系,图中纵轴表示

机械效率的倒数η-1,若不计绳重与摩擦,则横轴可

能表示(  )

A.G  B.G-1  C.G动   D.G-1
动

答案:B,C.

图7 例8题图

解析:由图可知,物体由3段绳子承担,此滑轮

组的机械效率

η=W 有

W 总
= Gh
F总 ×3h= Gh

1
3 G+G )动 3( h

=

G
G+G动

= 1

1+G动

G

则 η-1=1+G动

G =1+ G-( 1G )动

已知图中纵轴表示机械效率的倒数η-1,由此可

知,若不计绳重与摩擦,则横轴可能表示G-1 或G动,

故选项B,C正确.
【例9】(2019年黑龙江省大庆市)汽车在平直公

路上以速度v0 匀速行驶,发动机功率为P0,牵引力

为F0,t1 时刻开始,司机减小了油门,使汽车保持恒

定功率P行驶,到t2时刻,汽车又开始做匀速直线运

动,速度为v,已知运动过程中汽车所受阻力f恒定

不变,汽车牵引力F随时间变化的图像如图8所示,

则(  )

A.t1 至t2 时间内,汽车做加速运动

B.F0=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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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2 时刻之后,汽车将保持功率P0 行驶

D.v=12v0

答案:D.

图8 例9题图

解析:由题知,在t1 时刻以前,汽车以速度v0 匀

速行驶,发动机功率为P0,牵引力为F0,则

      P0=F0v0 (1)

在t1时刻,司机减小了油门,汽车的功率突然减小为

P,在该瞬间汽车的速度不变(仍为v0),由图像知牵

引力由F0 突然减小为1
2F0,所以

      P=12F0v0 (2)

由式(1)、(2)可知P=12P0(即汽车的功率突然减

小为原来的一半).
由图可知,t1至t2时间内,汽车受到的牵引力增

大,功率不变,由P=Fv 可得,汽车行驶的速度减

小,所以汽车做减速运动,故选项A错误;汽车做匀

速直线运动时,牵引力与阻力平衡,所以F0=f,故
选项B错误;由题可知,t1 时刻后汽车的功率保持恒

定,由前面分析知,汽车的功率将保持P=12P0 不

变,故选项C错误;由题知,到t2时刻,汽车又开始做

匀速直线运动,速度为v,由图可知,汽车再次做匀

速运动时的牵引力与最初做匀速运动的牵引力大小

相等,均为F0,根据P=Fv 可得第二次做匀速直线

运动时的速度

v=P
F0

=

1
2P0

F0
=

1
2F0v0

F0
=12v0

故选项D正确.
分析:近年来图像表征题考查了学生的数学工

具应用能力和科学推理、论证能力.图像表征题保留

了解决未知量与已知量关系的问题,同时增加了形

式多样的坐标系设置问题,以及纵、横坐标所表示物

理量的含义问题.在复习过程中不断训练学生处理

信息的能力,以多比较、多思考、多训练、多概括、多
提炼的思维抽象过程为切入点,促进学生解决跨学

科问题能力的发展,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5 亮点五 以引领知识延伸为选题背景

课程标准指出:注重物理内容的选择性,关注不

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为学生有个性地发展搭建平台.
因此,以阅读材料为载体,把问题线索融入材料中,

以逻辑推理为出发点,打破知识间的跨度,是2019
年中考物理试题的又一亮点.

【例10】(2019年山东省青岛市)电容器是电气

设备中的重要元件,是储存电荷的装置.两个相距很

近又彼此绝缘的平行金属板就形成一个最简单的电

容器.在电路图中用符号“┤├”表示.
(1)如图9所示,开关置于a时,电容器的一个

极板与电源的正极相连,另一个极板与负极相连,两
个极板将分别带上等量异种电荷,这个过程叫做电

容器充电,电容器一个极板所带电荷量的绝对值叫

做电容器所带的电荷量.开关置于b时,充电后的电

容器的两极板接通,两极板上的电荷中和,电容器又

不带电了,这个过程叫做电容器放电.放电过程中,

经过电流表的电流方向为 (选填“M 到N 或

“N 到M”).

图9 例10题图

(2)当开关置于a时,通过改变电源电压来改变

电容器两极板间的电压U,电容器所带的电荷量Q
也随之改变.实验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开关置a时的实验数据

次数 1 2 3 4

电压U/V 4.0 8.0 12.0 16.0

电荷量Q/
(×10-3C)

4.04 8.00 12.14 16.32

Q
U
/

(×10-3C·V-1)
1.01 1.00 1.0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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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表明,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这个电容器

所带的电荷量Q与两极板间的电压U 的比值是一个

常量.换用不同的电容器,这个比值一般是不同的.
电容器所带的电荷量Q与两极板间电压U 的比值叫

做电容器的电容,用符号C 表示,表达式为C=Q
U.

在 国际单位制中,电容的单位是法拉,符号是F.
1F=1C/V.

1)电 容 器 两 极 板 间 电 压 减 小,它 的 电 容

.
2)上述电路中,若电源电压为9V,换用电容

为3.0×10-12F的电容器,充电完毕后再进行放电,

在全部放电过程中释放的电荷量是 C.
答案:M 到N;不变,2.7×10-11.
【例11】(2019年山东省青岛市)如果需要对物

体的长度进行更精确的测量,可以选用游标卡尺.某
规格游标卡尺的构造如图10(a)所示:①是主尺(最
小刻度是毫米);② 是游标尺(10个等分刻度),它是

套在主尺上可移动的部件;③ 是测量爪.移动游标

尺,把被测物体夹在两测量爪之间,两爪之间的距离

等于被测物体的长度.

图10 例11题图

(1)图10(a)中,当测量爪对齐时,游标尺上的0
刻线与主尺上的0刻线对齐,游标尺的第10刻线与

主尺上9mm刻线对齐,其他刻线都与主尺上的刻

线不对齐,则游标尺上每小格比主尺上每小格的长

度少 mm.

(2)如果将1张厚度为0.1mm的A4纸夹在测

量爪间,游标尺的第1刻线与主尺刻线对齐,读数为

0.1mm;如果将2张这样的A4纸夹在测量爪间,游
标尺的第2刻线与主尺刻线对齐,读数为0.2mm;

依此类推,如果将10张这样的A4纸夹在测量爪间,

游标尺与主尺刻线对齐的情况如图10(b)所示,读
数为10mm.如图10(c)所示,如果将一个小钢球夹

在测量爪间,则这个小钢球的直径为 mm.
(3)用毫米刻度尺测量长度时,只能准确地读

到毫米,而用本题中的游标卡尺测量时,就能准确地

读到 mm,这个数值叫做游标卡尺的精确

度.如果用L表示待测物体的长度,用L0 表示主尺

的整毫米数,k表示与主尺刻线对齐的游标尺上的

刻线序数,a表示游标卡尺的精确度,则待测物体的

长度表达式可归纳为l= .
答案:(1)0.1;(2)3.5;(3)0.1,L0+ak.
分析:原本属于高中教材学习的内容,出现在

2019年中考物理试题中,纳入中考考查范畴,体现

了《新课程标准》“为优秀学生个性化发展搭建平台”

的要求,如“电容”“游标卡尺”“加速度”以及“互成

角度的二力合成”等高中知识内容.这就要求一线

物理教师深刻把握课程标准,深入研究中考说明,理
顺各知识点要求的层次,有计划地拓展物理教学内

容.
学生通过阅读试题材料,还原材料载体的真实

情境,寻找问题线索,通过分析综合和科学推理,最
终解答拓展性的高中知识,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规

律及相互关系.充分体现了核心素养引领下解决各

种问题的能力,促进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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