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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出了2021年各地中考试题中存在的一些脱离实际命题的情况,具体为海水密度与实际不符、雨滴下

落过程与实际不符、滑轮组图像与实际不符、液面升降与实际不符、光速列车与实际不符5种情况,分析了试题与实

际情况的具体不符之处,希冀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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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是一门严谨的自然学科,中考也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育人过程,然而一些省市的中考物理试

题却存在忽略事实、凭空捏造的情况,尽管并不一定

会影响学生“得分”,但却非常不利于彰显物理学科

的严谨性,不利于学生完善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利于

学生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培育.

笔者仅以2021年各地中考物理试卷中的几道

典型试题为例,具体分析其脱离实际之处,以期促进

各省市中考命题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1 海水密度与实际不符

【例1】(2021年镇江中考卷第20题)如图1所

示,某潜水器体积为V、质量为 M,由油囊和舱体两

部分组成,悬停在深海中的甲处.若将舱体内质量为

m 的油注入油囊后,潜水器的总体积比原来增大了

0.1V,它将 (填“下沉”或“上浮”),潜水器最

终悬停在乙处,此时它排开海水的质量为 ,

乙处海水密度为 (上浮过程无其他动力).

图1 2021镇江中考题图

错误分析:依据本题数据计算出的海水密度差

距太大,不符合真实的海水情况.

依题意可得,甲处海水的密度为M
V
,乙处海水的

密度为 M
1.1V

,两处海水的密度相差近“十分之一”.

然而,地球上海水的密度变化范围在1.02~1.07

g/cm3 之间,同一海域不同深度的海水密度差距“很

小”,并不会有“十分之一”那么大.海洋海水密度的

垂向分布如图2所示[1],其中曲线①对应的是赤道,

曲线 ② 对应的是热带,曲线 ③ 对应的是高纬.不难

发现,同一海域海水的纵向密度变化范围“非常小”,

并没有“十分之一”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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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海洋海水密度的垂向分布

2 雨滴下落过程与实际不符

【例2】(2021年嘉兴中考卷第12题)如图3是雨

滴在空中下落过程中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图 ……

图3 2021嘉兴中考题图

错误分析:图3中雨滴下落过程中速度与时间

的关系图与实际不符.
图3中的关系图,0~t2 阶段雨滴匀加速下落,

意味着雨滴在0~t2 阶段所受的空气阻力不变;t2
时刻,雨滴突然变为匀速下落,意味着此刻雨滴的空

气阻力突然变大到等于其重力,非常“荒谬”.
真实情况下,雨滴下落过程中会受到空气阻力,

且空气阻力随着雨滴速度的增大而增大,直至等于

雨滴的重力,因此雨滴一开始会做加速度逐渐减小

的加速运动,并最终匀速下落,如图4所示.尽管图3
的错误并不影响学生对此题的作答,但却会传递给

学生错误的知识,对学生高中阶段进一步学习产生

极为不利的影响.

图4 真实的雨滴下落情况

3 滑轮组图像与实际不符

【例3】(2021年自贡中考卷第13题)将规格完

全相同的滑轮,用绳子绕成图5中的(a)、(b)滑轮

组 ……

图5 2021自贡中考题图

错误分析:图5中(a)绘制的滑轮组与事实

不符.
图5中(a)并没有竖直向上提起动滑轮,动滑轮

此时受到的合外力不可能为零,不可能处于平衡状

态.动滑轮受到重物竖直向下的拉力和3段绳子向

上拉的拉力,但3段绳子合力的方向并非竖直向上,

而是斜向上,因此动滑轮受力不平衡,也不可能处于

定滑轮的正下方.真实情况下,动滑轮会被“拉到”

右边去,如图6所示.

图6 滑轮组的实物图

初中阶段,向上提起动滑轮或滑轮组时,均要求

拉力的方向要竖直向上,而不能斜向上.显然图5不

仅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初中实验操作规范,会
对学生实验操作形成不正确的示范,对学生科学探

究素养的培育极为不利.

4 液面升降与实际不符

【例4】(2021年云南中考卷第8题)如图7(a)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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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装有水的容器底部有一正方体物块,用动滑轮将

物块缓慢匀速提起,图7(b)是拉力F随正方体物块

上升高度h变化的关系图.忽略绳重和摩擦,正方体

物块下表面脱离水面后,滑轮提升物块的效率为

87.5%.以下选项正确的是(  )

图7 2021自贡中考题图

A.正方体的边长为0.6m
B.动滑轮的重力为300N
C.正方体物块下表面出水前,滑轮提升物块的

效率大于87.5%
D.从开始提升到正方体物块上表面与水面相

平,F 做的功为1650J
本题参考答案为选项D.
错误分析:由图7(a)可得,容器并不是无限大

的,根据图7(a)所示物体与容器的大小关系,不难

得出,物体在离开水面时水面会有明显的下降.但图

7(b)所给的数据表明,物体离开水面时,水面没有

丝毫下降!

由图7(b)可得,物体所受的浮力

F浮 =2×(2000N-1375N)=1250N
物体的体积

V= F浮

ρ液 g= 1250N
1×103kg/m3×10N/kg=0.125m3

正方体物体的边长

L=
3
V =

3
0.125m3 =0.5m

根据图7(b),物块从h=0.6m时开始出水,当

h=1.1m时完全出水,也就是说,物体出水的过程

被提升的高度为0.5m,刚好等于其边长,即液面没

有丝毫下降.这与实际情况严重背离.
实际上,物体出水过程中液面的下降应当引起

重视而不能随意忽略,根据物体出水过程中液面下

降的多少还可以计算出容器的底面积,不少试题也

这么考查过.显然本题完全忽略了容器内水面会下

降,与实际情况不符,这对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培育极

为不利.

5 光速列车与实际不符

【例5】(2021年湖北省仙桃、江汉油田、潜江、天
门市中考物理试卷第18题)2021年5月15日,天问

一号成功着陆火星,…… 假如在火星与地球间架设

一条光速“高铁”,我们就能够乘坐光速列车去火星

旅游.若光速列车的速度是3.0×108m/s,求:
(1)……;
(2)乘坐光速列车从地球到火星大约需要多长

时间.
错误分析:本题假想我们能够乘坐光速列车,但

根据相对论原理,光速不能达到.
根据相对论原理,任何物体都不能达到光速,只

能无限接近光速.在正规科幻小说中都不存在达到

光速的宇宙飞船,中考物理试题更不应该认为列车

可以达到光速! 倘若部分学生刚好对物理学有兴

趣,了解过相对论的相关知识,那么受此题的“干扰”

必将知识错乱.中考题如此“随意想象”,势必给学生

错误的认识,对学生高中阶段进一步学习造成不利

影响.
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中考试题通常会被广泛

传播和学习研究,因此中考命题切不可凭空捏造,应
当基于实际、实事求是,以彰显物理学科的严谨,为
学生高中阶段进一步学习起到积极的影响,切实培

育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等物理学科核心素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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