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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查阅资料和严谨分析,指出了2020年徐州中考物理试卷中的4处错误,即医用口罩的防毒原理错

误、风筝原理错误、实验题数据与事实违背,液体压强错误.指出了这些错误对广大师生的具体影响,以期提高促进

各地中考命题的严谨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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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中考早已落下帷幕,不少师生开始广泛

研究各地中考题,但有些试题却存在一些错误,严重

误导广大师生.本文指出了江苏徐州市中考题中的

几处错误,分析其具体错误,以供广大师生参考,希

望广大师生不要被误导,也希望以后各省市中考题

能够更加严谨、科学.

1 医用口罩的防毒原理错误

肺炎肆虐,戴口罩是保护大家身体健康的有效

途径.但原卷第9题对口罩防毒原理的考查与事实

违背,其原题如下.
【例1】(2020年徐州中考物理卷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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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参考答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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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沉积、扩散沉积、截留沉积和静电吸引

沉积,如图1所示.扩散沉积和静电吸引沉积主要

针对比较小的颗粒;惯性沉积和截留沉积主要针对

比较大的颗粒[1].“飞沫”有大有小,因此不能绝对

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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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体吸引轻小物体这一原理.

图1 医用口罩防毒原理

2 风筝原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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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卷第10题不仅涉及风筝升空的原理还给出错误

的参考答案,其原题如下.
【例2】(2020年徐州中考物理卷第10题)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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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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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原卷第10题图

答案分析:本题是单选题,其参考答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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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风水平吹到衣服上,对衣服

的力不是水平的.风“撞”到衣服时,会“反弹”,遵守

“反射定律”,如图3所示.此时风对衣服的作用力方

向是 垂 直 于 衣 服 斜 向 上 的 力,其 大 小 为 F =
2dSv2sin2θ,式中d为空气流的密度,v为空气的速

度,S为衣服受风面风的面积,θ为衣服平面与水平

面的夹角.这个垂直于衣服斜向上的力F 可以分解

为两个力,一个水平向左,一个竖直向上[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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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风的“反射定律”

事实上,风的“反射定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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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向上的分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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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题究竟

应该怎么改呢? 归根到底,是因为命题人在命题的

时候没有深入研究,想当然的命题,导致超纲,严重

影响考试的公平性.

3 液体压强理解错误

液体压强是初中阶段的重要内容,液体压强的

大小与液体的密度和深度都有关,用公式表示为

p=ρgh,然而原卷第13题在考查液体压强时对液体

的深度理解错误,其原题如下.
【例3】(2020年徐州中考物理卷第13题)如图4

所示,用一个矿泉水瓶和两根吸管制成“口吹喷雾

器”.它的原理是流体的流速越大,压强越 ,

吸管和瓶口间的空隙是否需要密封? ,随

着瓶内水面降低,吸管内的水柱压强变 ,想

要吹出水雾会更费力.

图4 原卷第13题图

答案分析:其官方给出的答案中,第3空的答案

为“大”,认为吸管内的水柱深度变大了.
错误分析:试题对液体压强认识错误,把吸管上

端管口到瓶内水面的距离当成了水柱深度! 题目问

吸管内的水柱压强如何变化,根据题意可得“吸管内

的水柱”指的是“吹出水雾时吸管内的水柱”.水柱

的压强一般指的是水柱对底部的压强,吸管的底部

所在的位置如图5所示.不难发现,尽管瓶内水面会

降低,但吸管的长度并未发生变化,整个吸管内的水

的深度也不会发生变化,所以吸管内的水柱压强应

当不变.

图5 吸管底部所在位置

—051—

2023年第5期 物理通报 物理问题讨论



至于吹出水雾会更费力,则是因为水雾被吹出

时,吸管内的水柱不仅受到吸管上端的空气“吸力”,

还受到瓶内液体对吸管下端的压强(方向向上),两

者共同支撑着水柱的重力.当瓶内水面降低时,瓶内

液体对吸管下端的压强会变小,想要吹出水雾吸管

上端的空气“吸力”就要更大,所以就会更费力.

4 实验题数据与事实违背

电学是初中阶段的重点和难点,初中阶段,电源

和电表的内阻在计算题中通常不考虑,但在实际实

验中它们对实验数据的影响真实存在,不能不考虑.
然而原卷第22题的实验数据却是随意拼凑的,与实

验事实严重背离,其原题如下.
【例4】(2020年徐州中考物理卷第22题)如图6

所示,小明用新干电池,定值电阻R 和规格为“10Ω

2A”的滑动变阻器探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电压的

关系.

图6 原卷第22题电路图

(4)小明一直用两节电池进行实验,记录的数

据如图7所示,老师认为其中一组数据有拼凑的嫌

疑,请你指出改组实验序号 并说明判断理

由: .

实验序号 ① ② ③ ④

电压U/V 0.8 1.6 2.4 3.0

电流I/A 0.16 0.32 0.60

图7 原卷第22题数据表

答案分析:其官方给出的答案中,第4问的答案

为:①;因为此时滑动变阻器的阻值超过了其最

大值.
错误分析:表格第 ④ 组数据明显也是拼凑的,

与真实实验违背.根据题意,“其中一组数据有拼凑

的嫌疑”,毫无疑问,表格第 ① 组数据一定是拼凑

的,因为此时滑动变阻器的阻值超过了其最大值,这

没有问题.但只有一组数据是拼凑的吗? 显然不是.
表格第 ④ 组数据在实际实验中真的可以出现吗?

肯定不能.
在实际的实验中,由于电源内阻、电表电阻及电

路接触电阻的存在,定值电阻的电压不可能达到电

源电压.如果定值电阻的电压达到电源电压,那么在

“电流与电阻的关系”实验中,就不需要通过移动滑

动变阻器来控制定值电阻的电压相同了,而直接用

3个不同的电阻分别接在电源两端测其电流即可,

之所以还要用到滑动变阻器控制定值电阻的电压相

同,就是因为实际实验中定值电阻的电压不可能达

到电源电压.不少教师在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方案时,

会让学生亲自体验定值电阻的电压无法达到电源电

压,所以才要用滑动变阻器控制定值电阻的电压

不变.
初中阶段,尽管在计算题中通常忽略电源和电

表的内阻,但在实际实验中,电源和电表的内阻对实

验数据的影响真实存在,学生对此是有一定体验和

认知的,因此数据一定要符合实际实验.实验是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实验学生的动

手能力等各项能力可以达到很好的提升,但若实验

题随意拼凑数据,则非常不利于学生科学探究素养

的提升.

5 思考与建议

物理学是一门严谨自然学科,因此,在分析物理

问题时,务必严谨科学,切不可想当然.中考作为一

个特殊的育人环节,更要注重科学和严谨,中考题也

一般会被广泛传播和研究,如果未经考证而想当然,

则必将对各地质检命题起到不正确的引领[3],非常

不利于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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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中物理教材中物理学史内容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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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学史中具有丰富的教育功能和价值,然而当今教材限于篇幅等各种原因,对于物理学史的介绍存

在不足之处,本文将对新教材中关于物理学史内容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4点物理学史教学建

议,以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价值观,深化学生对科学、技术、社会关系的认识,促进学生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的发展.

关键词:物理学史;教材分析;核心素养

  物理学的发展历史悠久,公元前3世纪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撰写了自然哲学著作《物理学》,此后,朴

素物理学不断发展,直至17世纪牛顿出版了《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意味着经典物理的大厦开始建

起,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空中的两朵乌云”

催生了现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物理学的发展过程

本是一卷科学史诗.然而,高中物理教材由于篇幅等

各种原因的限制,对物理学史的呈现始终差强人意,

这就需要我们挖掘其中丰富精彩的科学史料和科学

家故事,以更好地发挥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

1 教材中物理学史内容的不足之处

1.1 片面呈现部分物理学史

教材物理学史中部分内容的呈现过于片面,以

至于容易让学生了解和认识到一段被“歪曲”的历

史.例如,关于“牛顿第一定律”的教学,不论是人教

版还是粤教版教材,都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抛砖

引玉,“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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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亚里士多

AnalysisonaPiledChain′sUpandDown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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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PhysicalandMathematicalSciences,NanjingTech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1816)

TAIChuan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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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isfoundthatthechainwillmoveupanddownwhenitispulledupbyaverticalconstantforceF,

anditsperiodisfinally2π a
g
(aistheheightoftheequilibriumpositionandgistheaccelerationofgravity).The

maximumspeedandkineticenergyofthechainappearneitheratthesametime,norinthevibrationequilibrium

position.Theenergylossgraduallydecreaseswiththeincreaseofthenumberofvibrationcycles,andthefinaltotal

lossisahalfoftheworkdoneduetothetensionofthechain.Anexampleofthismotioncanbedemonstratedbya

piledchainwhichispulledbytheconstantbuoyancyinwater.

Keywords:piledchain;verticalforce;upanddownmovement;energyloss;buoy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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