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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考兼有升学考试的功能,因此中考试题的答案必须准确以保证公平性.针对2020年各地市中考物理

试卷的4处错误答案,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指出了其错误原因,给出了适当的修改建议,以期促进各地中考命题的

严谨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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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中考),是检验初中在

校生是否达到初中学业水平的考试.学生的中考分

数是各地高中学校招生的重要参考,因此中考试题

的答案必须严谨正确,以确保升学的公平性.2020
年各地中考均已落下帷幕,但不少省市官方给出的

参考答案(阅卷评分依据)却并不正确,如此不仅不

利于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也不利于学生

核心素养的提升,更不利于考试公平性的体现.笔者

仅针对2020年各地中物理试卷中的几处错误答案,

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指出了其具体错误原因,给出

了适当的修改建议,以供广大师生参考.

1 错误认识风筝升空原理导致答案错误

放风筝是不少学生童年时期的娱乐活动,但风

筝升空的原理却不在初中物理知识的范围内,然而

某些试题在没有正确认识风筝升空原理的情况下就

贸然考查有关问题,不仅参考答案错误,试题还超

纲!

【例1】(2020·徐州中考第10题)如图1所示,

水平向左的风吹得衣架就在水平晾衣杆上滑动起

来,若衣架和衣服做匀速运动,此时衣架对晾衣杆的

压力(  )

A.比没有风时大

B.比没有风时小

C.和没有风时一样大

D.以上都有可能

图1 徐州中考题图

答案分析:本题是单选题,其参考答案为选项

C,认为风把衣服吹起来时衣架对晾衣杆的压力和

没有风时一样大.
错误分析:本题对衣服的受力分析错误! 图中,

风水平吹到衣服上,对衣服的力并不是水平向左

的! 空气是流体,当空气“撞”到衣服上时,会“反

弹”,其反弹规律遵守“反射定律”,如图2所示.

图2 空气的“反射定律”

此时空气对衣服的作用力的方向是垂直于衣服

斜向上的! 力的大小F=2DSv2sin2θ,式中D 为空

气流的密度,v为空气相对于衣服的速度,S 为衣服

受风面风的面积,θ为衣服平面与风向的夹角.这个

垂直于衣服斜向上的力F 可以分解为两个力,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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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向左,一个竖直向上[1].这个竖直向上的力会使

得衣架对晾衣杆的压力小于没有风时的压力!

空气遵循“反射定律”的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

风筝之所以可以飞上天,就是因为风对风筝的力不

是水平的,而是垂直于风筝面的,这样风筝就有了一

个向上的升力.帆船可以自由航行,也是利用的这种

原理.
因此,选项C是错误的,答案应当是选项B,但

选项B又不是初中知识可以解释的.归根到底,是因

为命题人没有深入研究,想当然的命题.
修改建议:本题创设的情境和想要考查的知识

点均超过了初中学生的知识范围,建议删掉此题.

2 片面理解医用口罩的防毒原理导致答案错误

肺炎肆虐,戴口罩是保护大家身体健康的有效

途径.但一些试题却片面地理解医用口罩的防毒原

理,导致参考答案错误.
【例2】(2020·徐州中考第9题)医用防护口罩

能把携带病毒的“飞沫”吸附在口罩上,以免被人体

吸入口鼻.这种吸附作用利用的是(  )

A.口罩表层密不透风

B.分子间的吸引力

C.异名磁极吸引

D.带电体吸引轻小物体

答案分析:本题是单选题,其答案为选项B,认

为医用口罩过滤飞沫的原理是分子间的吸引力.
错误分析:事实上,医用口罩的过滤原理主要分

为4种,即惯性沉积、扩散沉积、截留沉积和静电吸

引沉积,如图3所示.扩散沉积和静电吸引沉积主

要针对于比较小的颗粒;惯性沉积和截留沉积主要

针对于比较大的颗粒[2].

图3 医用口罩防毒原理

“飞沫”有大有小,因此不能绝对化地认为医用

口罩把携带病毒的“飞沫”吸附在口罩上就只是利

用了分子间引力,也有可能利用选项D的带电体吸

引轻小物体这一原理.
修改建议:由于口罩的防毒原理在初中阶段并

没有专门的介绍,因此不建议将此题放入中考试题.
如果确实要放入中考,也应当是以信息题的形式出

现,即先给出一定的信息,再让学生分析口罩防毒的

具体原理.

3 错误分析“白气”升降原因导致答案错误

液化是初中阶段热学部分的重要内容.热的水

蒸气遇冷会液化成小水滴,大量的小水滴就组成了

我们看见的“白气”,但“白气”的运动方向及原因却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包含着复杂的物理知识.某些

试题的参考答案却未能正确分析“白气”升降原因,

导致错误.
【例3】(2020·黑龙江农垦、森工中考第31题)

炎热的夏天,小明从冰箱中拿出冰棒,发现冰棒

“冒”“白气”,如图4所示,冰棒“冒”出的“白气”是

向上飘还是向下落? 为什么?

图4 农垦、森工中考题图

答案分析:其官方答案为,“白气”是向下落的,

因为夏天空气中有大量的水蒸气,水蒸气遇到冷的

冰棍液化形成小水滴,即“白气”,因为白气是小水

滴,密度大于空气密度,所以冰棍冒出的“白气”是

向下运动的.
错误分析:冰棒周围的“白气”之所以下降,原

因并不是其密度大于空气密度! 而是被气流带着下

降!

答案的解释与生活实际矛盾.热水壶是生活中

常见的加热器材,壶嘴中冒出的“白气”也是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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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按照答案的理论,小水滴的密度大于空气密度,

所以在空气中会下降,所以“白气”离开壶嘴后会下

降,但真实情况显然不是如此.再者,常见的雾也是

由大量小水滴组成的,按照答案的理论,雾滴也应该

是下降的,然而现实中雾滴却可以稳定地“悬浮”,因

为雾是胶体(气溶胶),而胶体属于稳定系,颗粒做布

朗运动.
实际上,组成白气的小水滴半径很小,空气的粘

滞阻力不可忽略.小水滴除了受到重力,也会受到空

气的粘滞阻力F=6πηrv(其中η 为空气的粘滞系

数);还会受到空气的浮力F=4π3ρ0gr
3(ρ0为空气密

度).当重力、浮力、粘滞阻力三力平衡时,可以求出

此时小水滴的速度,即收尾速度v=29η
(ρ-ρ0)gr2,

不难发现,收尾速度与r2 成正比.小水滴的半径越

小,收尾速度也越小.典型小云滴的直径为10μm,

对应的收尾速度为3mm/s,这个速度看不出明显

的下降.雾滴的平均直径在10~15μm之间[3],其

收尾速度介于3~7mm/s之间,几乎也看不出明

显的下降.
那么冰棒周围的“白气”为什么会有明显的下

降呢? 主要是因为气流.冰棒周围的空气被冰棒降

温后,密度大于空气,所以会下降,推动“白气”一起

下降.
修改建议:参考答案可改为,“白气”是向下落

的,因为夏天空气中有大量的水蒸气,水蒸气遇到冷

的冰棍液化形成小水滴,即“白气”,冰棒周围的空气

被冰棒降温后,密度大于空气,所以会下降,推动“白

气”一起下降.

4 错误分析电路导致答案错误

智能控制电路是初中电学的难点.根据热敏电

阻、光敏电阻等特殊器材,配合电磁继电器即可实现

简单的智能控制电路.然而不少试题却随意绘制智

能控制电路的电路图,导致题目既不符合题意,也不

符合实际情况.
【例4】(2020·南京中考第28题)科技小组为灯

暖型浴霸(一种取暖用的电器)设计了一个可自动

控制温度的装置.如图5(a)所示,控制电路电压U
恒为12V,继电器线圈的电阻R0 为20Ω,定值电阻

R1 为40Ω,热敏电阻R2 的阻值随温度变化的图像

如图5(b)所示;工作电路电压恒为220V,安装两只

标有“220V,275W”的灯泡.闭合开关S,当继电器

线圈中的电流大于或等于50mA时,继电器的衔铁

被吸合,工作电路断开.

图5 南京中考题图

(1)工作电路工作时,A 端应与 (选填

“B”或“C”)端相连接.
答案分析:其官方答案一开始为B,后来教育局

发布官方说明,坚持认为本题没有科学性错误,只是

答案印刷错误,并将答案改为C,阅卷中也按C答案

评分[4].
错误分析:本题没有正确答案.如果A 端接B

端,那么一开始(衔铁被吸合前)整个工作电路将就

处于短路状态! 如果A 端接C 端,那么继电器的衔

铁被吸合后工作电路将处于电源短路状态,而不是

题目最后一句所说的“工作电路断开”! 初中阶段,

电路有3个状态,即通路、短路、断路.短路和断路有

本质区别,图5中,电源短路后工作电路的两个灯泡

虽然不工作,但整个电路并没有“断开”,而是仍处于

接通状态! 况且图5中的工作电路既没有保险丝也

(下转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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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上下表面的压强差可以表示为

p下 -p上 =12ρv2下 -v2( )上 +ρg(h下 -h上)

在去掉瓶盖和瓶底且倒置的矿泉水瓶中注水

后,由于瓶身与乒乓球间的缝隙大小不同,乒乓球上

表面所接触的水比乒乓球下表面接触的水流速小,

但是乒乓球上表面所处的高度要比下表面所在高度

高,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

1
2ρv2下 -v2( )上 >0  ρg(h下 -h上)<0

如果上下表面高度差对压强的影响足够克服流

速差对压强的影响,同时满足上述理想情况时需要

满足的条件,那么乒乓球就会受到向上的浮力作用.
但根据实验现象可以看出,正常的乒乓球显然并不

能满足上述条件.

5 结束语

总之,一个与容器底部密切接触的物体是否受

到浮力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根据我们的研究结

果表示,球体与容器底部密切接触时,其是否受到浮

力作用与球体半径、瓶子口径、水的高度和流速均有

关系.

通过对“乒乓球贴地”实验中浮力成因的探讨,

我们对自制教具的研制和使用也进行了深层次的思

考,自制教具通常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制作简

单,但是自制教具所涉及的科学原理常常不是单一

的,要想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必须始终以科学

性为主线[6],依据相关的科学知识制作教具,并经过

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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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空气开关等安全设备,一旦电源短路,将会有巨

大的安全隐患! 因此,本题没有正确答案.
修改建议:为了符合实际情况,建议将原题中的

电路图改为图6中的电路图,并且将第(1)问的答案

改为B,如此题目和答案就都没有错误了.

图6 修改后的电路图

物理学是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中考题也一般

会被广大师生广泛传播和研究,若试题出现不严谨,

不仅有可能会影响考试的公平性,还将误导广大师

生导致学生思维错乱,不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物理

学科核心素养.中考作为一个特殊的育人环节,各地

中考命题务必慎之又慎,对于相关现象和问题的描

述,务必准确严谨,切不可出现错误,只有这样才能

彰显物理学科的严谨性,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才

能得到真正提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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