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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出了2021年各地中考试题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错误,将其总结为科学性错误、表述不严谨、器材认识

错误、试题条件和题设条件混淆、模型建构不合理等5种类型,分析了其具体错误之处,以期促进各省市中考命题的

科学性和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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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是一门严谨的自然学科,中考通常被认

为是一场“权威”的考试,然而一些中考试题却存在

各种各样的错误,尽管一些错误看似微不足道,但却

会影响考试的公平性,扰乱学生的知识体系.笔者仅

以2021年各地中考物理试卷中的几处错误为例,将

其总结成了5种类型,以期促进中考命题的科学性

和严谨性.

1 科学性错误

不少现象的原理并不简单,但不少试题未经严

格考证就随意编造理论解释其原理,导致科学性错

误,非常不利于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不利于严

谨科学思维的培养.
【例1】(2021年广西北部湾中考卷第4题)诗句

“一朝秋暮露成霜”中的“露成霜”蕴含的物态变化

是(  )

A.凝固    B.熔化

C.液化    D.升华

参考答案:A.
错误分析:“露成霜”从字面意思上看,好似“液

态的露凝固成固态的霜”,然而原诗并非此意;实际

上,露凝固也不会形成霜.
霜,是由水蒸气在物体表面凝华成的小冰晶[1],

形成于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天气.露是由水蒸气在

物体表面液化成的水珠,形成于温度高于零摄氏度

的天气.露并不能直接凝固形成霜,在露珠形成后,

即使气温降低至零摄氏度以下,露珠凝固也不会形

成霜,而是形成冻露! 冻露与霜有本质不同,冻露是

白色坚硬的小冰珠,而霜为疏松的晶体结构.
本句诗是左河水的《霜降》一诗的第一句,原诗

的意思是:暮秋时节,霜降之后,秋尽冬来,植物上的

露水也由原来的白露变为了霜.显然“露成霜”并不

是描述“露直接凝固成了固态的霜”,而是表达“霜降

前植物上还是露水,而霜降后植物上就变成霜”! 可

见“露成霜”并不单单只包含一种物态变化.本题既

曲解了诗歌的原意,也错误理解了霜的形成机理!

【例2】(2021年怀化中考卷第18题)寒冷的冬

天,我们可以坐在电火箱内取暖,也可以跳绳使身体

发热.前者是通过 的方式改变人体的内能,后

者是通过 的方式改变人体的内能.
参考答案:热传递,做功.
错误分析:跳绳使身体发热,并不是通过做功改

变身体的内能! 无论是跳绳还是其他运动,运动后

人的全身血液循环就会加快,体内的 ATP(腺苷三

磷酸,水解时会释放大量能量,是人体内最直接的能

量来源)消耗也会加快,导致产热量加快,从而使身

体发热.显然身体发热的最主要原因是ATP水解时

释放了大量的热,而非跳绳对人体做功使得自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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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大!

2 表述不严谨

准确地描述物体的具体位置、运动状态以及具

体变化等情况是分析物理问题的关键,然而不少试

题对研究对象的位置、运动状态等信息并未有明确

的表述,导致试题极不严谨.

2.1 物体运动快慢的表述不准确

【例3】(2021年邵阳中考卷第6题)下列对“清

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解释最符合科学道理的

是(  )

A.空气流速越慢的地方,气体压强越小

B.气体压强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大

C.气体压强随高度的增加而减小

D.空气流速越快的地方,气体压强越小

参考答案:D.
错误分析:物体运动的快慢用速度表示,从概念

上分析,运动应当用“快慢”搭配,而速度应当用“大

小”搭配,即“运动的快慢”“速度的大小”.本题的选

项A和选项D,流速(流动的速度)应当用“大小”搭

配,但试题却将流速与“快慢”搭配,极不严谨!

出现此种搭配错误,是对“速度”认识不足导致

的.“速度”是“快慢”的量化表示,既然是量化,便只

能搭配“大小”,不能再搭配“快慢”!

2.2 物体的具体运动状态表述不明确

【例4】(2021年昆明中考卷第6题)下列4个现

象中,一个力作用的效果与另外几个力同时作用的

效果不等效的是(  )

A.一只甲壳虫和一群蚂蚁匀速移动同一片树

叶的力

B.一个同学和两个同学匀速地将同一桶水从

地面搬到桌子上的力

C.一头牛将一辆轿车和一群人将一辆卡车从

泥沼中拉出来的力

D.两个人坐在一艘小船上,只有其中一个人划

和两个人划,使船匀速运动的力

参考答案:C.
错误分析:选项D的描述非常不严谨.显然题目

是默认一个人划和两个人划船的速度相同,但却没

有明确表述.按照常识,一个人划和两个人划船匀速

行进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船受到的阻力也不一样,如

此是不能等效的.显然试题并未表述严谨.

2.3 物体的具体位置表述不明确

【例5】(2021年山西中考卷第18题)《流浪地

球》是一部科幻电影.小阳看完这部电影后,兴奋地

在日记本上写下:“假如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同时启

动,使地球突然向前加速时 ……”请你从物理学角

度 展 开 想 象,站 在 “流 浪 地 球”上 的 你 将 会

,其原因是 .
参考答案:向后倒,人具有惯性.
错误分析:站在地球上的“你”,究竟“站在地球

的何处”“面向什么方向站”,这些信息试题并未明

确,又如何能够判断地球加速人会“向后倒”? 倘若

刚好站在地球的“最前端”那么人就不会向后倒,只

是会感觉到超重.再者,如果“你”与“小阳”面对面

站,小阳看来地球突然向前加速,那么“你”将会“向

自己的前方倾倒”,而不是“向后倒”!

2.4 具体研究对象表述不明确

【例6】(2021年泰州中考卷第13题)2021年5月

29日,我国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文昌发射成

功,火箭发射升空的过程中,火箭的动能将

(选填“变大”“变小”或“不变”).
参考答案:变大.
错误分析:试题并未说明“火箭”究竟是火箭框

架(不包含燃料)还是火箭整体(包含燃料).按照通

常的定义,“火箭”指的是火箭整体(包含燃料和货

物).学生在电视上看见过火箭发射的场景,火箭喷

出巨大的火焰推动着火箭快速上升,此过程燃料消

耗巨大,火箭整体的质量不能认为几乎不变! 事实

上,燃料占火箭总质量比例极大[2],仅仅发射到近地

轨道需燃料的质量就超过火箭框架(不包含燃料)

质量的15倍! 即使本题“火箭”指的是火箭框架,那

么火箭也有可能是三级火箭(飞行中会一级一级的

脱落),亦不能认为其质量一定不变.因此,仅凭本题

的描述,无论如何不能认为火箭的质量不变!

显然本题的“火箭”指的是质量不变的“一级火

箭框架”,但却未表达明确.按照通常理解,“火箭”

指的是火箭整体,那么本题中火箭整体的质量会减

—831—

2022年第11期               物理通报               物理问题讨论



小,火箭的速度会增大,根据初中的知识体系,无法

判断火箭动能的具体变化情况.
笔者建议,试题涉及到“有燃料消耗的物体”一

定要给出充分的信息以明确其质量如何变化! 例

如,本题不应当让学生分析火箭的动能变化,而应当

分析火箭搭载的人造卫星的动能变化,如此就非常

严谨了.再如,对于匀速行驶的汽车、匀速飞行的飞

机等研究对象,试题亦应当明确说明要不要忽略其

质量变化;如果认为研究对象的质量不变,就要明确

说明,不能默认学生知道;如果不说明就是要考虑燃

料的消耗对研究对象总质量的影响.
表述不严谨,看似没有大问题,亦不一定影响做

题(学生可以用排除法或揣测命题意图做出),但物

理学是一门严谨的自然学科,中考试题表述不严谨,

势必不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思维,不利于发展

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3 器材认识错误

生活中,不少器材的构造是比较复杂的,但初中

阶段通常将复杂的器材抽象为模型,以便于学生理

解.然而不少试题却对生活中常见的器材缺乏本质

的认识,认为器材真就是像课本中“简化模型”一样

构造简单.
【例7】(2021年泸州中考卷第28题)…… 为防

止儿童溺水,在池塘边上安装了摄像头,其镜头是一

个 透镜 ……

错误分析:照相机的镜头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但

不能绝对说照相机的镜头就是一个凸透镜! 实际上

照相机或摄像头的构成非常复杂,为了消除像差,其

镜头都由很多镜片和晶片组成,而非一个凸透镜.例

7对照相机认识不足,想当然地认为照相机或摄像

头的镜头就只是一个凸透镜,导致错误.

4 试题条件和题设条件混淆

对于有多个小问题的题目而言,试题的题干条

件(试题条件)可用于每个小问题,而某一小问的条

件(问题条件)只能用于本问,不可用于其他小问,

这是命题的基本原则.然而不少试题却将问题条件

用于整道试题,导致错误.

【例8】(2021年丽水中考卷第17题)某餐馆用

智能送菜机器人替代人工送菜.
(1)该机器人以1m/s的速度运行30m将菜送

到客人桌前,用时 s;

(2)若机器人工作时牵引力恒为50N,完成本

次送菜,牵引力做功 J.
【例9】(2021年南京中考卷第27题)2021年5

月,“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火星,……

(1)…… 火星车的质量为240kg,……

(2)…… 车对火星表面的压强多大?

错误分析:以上两题中,要作答第(2)问就必须

用到第(1)问所给的信息,但根据题目的命题规则,

第(1)问的信息(问题条件)只适用于第(1)问,显然

题目将问题条件和题设条件混淆了.
中考试题通常会被广泛传播,有的试题问题条

件全题通用,而有的试题问题条件又不能全题通用,

如此就会导致学生思维错乱,不利于学生建构严谨

的知识体系! 因此,笔者认为,作为中考试题,更应

严格遵守试题的基本命题逻辑,不可随意命制.

5 模型建构不合理

为了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不少试题会建构模

型让学生去分析和计算.然而个别试题建构的模型

却非常不合理.
【例10】(2021年烟台中考卷第26题)图1为某

洗手间的自动冲水装置,此装置可实现定时冲水.体

积不计的支撑销支撑着其上方的活塞,注水口可持

续流出小水流.随着水位的升高,当水将活塞顶起

时,水就会从冲水口流出,当两侧液面相平时,活塞

落 下,冲水结束;杠杆AB的支点为O,OB∶OA=

2∶1,竖直顶杆AC 将杠杆的A 端与活塞相连,杠杆

的B 端用一细绳绕过定滑轮连接配重M.注水口注

水的 速 度 为 20cm3/s,M 的 密 度 为 2.0×103

kg/m3,质量为0.5kg,右侧蓄水箱的横截面积为

0.12m2,活塞的横截面积为10cm2,细绳、活塞、杠

杆AB、竖直顶杆AC 的重力均忽略不计,忽略滑轮

的摩擦,忽略冲水用时.当活塞刚好被水顶起时,杠

(下转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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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AB 处于水平位置,装置两侧液面的高度差为h,求:

(1)M 在水中受到的浮力;

(2)h的大小;

(3)前后两次冲水间隔的时间;

(4)……

图1 2021年烟台中考题图

错误分析:试题建构的模型并不合理,题目中

“当两侧液面相平时,活塞落下,冲水结束”无法实

现.
本体的模型中,杠杆B端由于受到向上的拉力,

活塞就被竖直顶杆AC 向下按压并将液体堵住使其

无法流出.当两侧液面差达到一定值后,活塞受到液

体向上的压力大于顶杆AC 向下的压力,活塞就会

被液体向上顶起,水就会从出水口流出.然而当水流

出一点后,容器两侧的液面差就会减小,由于杠杆B
端受到向上的拉力大小未变,顶杆AC 向下的压力

也未变,而液体对活塞向上而压力变小了,此时活塞

就会在顶杆AC 的压力下再将液体堵住,使得液体

无法再流出! 题目的描述“当两侧液面相平时,活塞

落下,冲水结束”无法实现,根据题目建构的模型,

水流出少许,活塞就会落下,冲水就会结束! 显然,

本题建构的自动冲水装置模型非常不合理.
由于中考试题通常会被广泛研究和参考,因此

各地中考命题应当慎之又慎,务必严谨准确,以彰显

物理学科的严谨性,为各种教辅和市区质检起到正

确的引领作用,切实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知识体系,

帮助提升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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