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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试题铱
5援 下列物态变化的实例中袁

属于液化的是
A援初春袁积雪消融
B援夏天袁草叶上形成露珠
C援深秋袁屋顶的瓦上结了一

层霜
D援冬天袁室外冰冻的衣服变

干了
揖答案铱B
揖命题意图铱
本题考查考生对熔化和凝

固现象尧汽化和液化现象尧升华
和凝华现象的认识情况袁 启发
考生在观察情景的基础上袁对
生活中常见的物态变化进行识
别袁 同时引导考生增加对大自
然的热爱遥

揖试题分析铱
解题思路院 可根据物态变

化的概念进行判断遥 选项 A 中
雪化成水的过程是水由固态到
液态的过程袁是熔化过程遥 选项
B 中草叶上的露珠是水由气态
的水蒸气变成液态小水滴形成
的袁是液化现象遥选项 悦中霜的
形成是空气中水蒸气遇冷直接
凝结成固态小冰粒的过程袁是
凝华现象遥 选项 阅中冰冻的衣
服在低于零摄氏度的环境中变
干袁是升华现象遥所以选项 月符
合题意遥

揖试题铱
6援用大小不同的力先后敲击

同一个音叉袁比较音叉两次发出
的声音袁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援响度不同 B援音调不同
C援音色不同 D援频率不同
揖答案铱A
揖命题意图铱
本题结合生活实例考查考

生对所学声现象的基本知识的
认识与应用袁在能力立意上体现
出考查考生应用物理知识解释
相关现象的能力遥

揖试题分析铱
解题思路院虽然声现象是考

生熟悉的现象袁 但考生对音调尧
响度尧音色等概念并不是十分清
楚遥 特别是将这些概念置于某些
情境之中袁让考生分析尧区分时袁
考生往往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
断遥 题目中野用大小不同的力先
后敲击同一音叉冶袁 造成音叉两
次发出声音的响度不同袁故正确
选项应为 A遥

揖试题铱
7援水平桌面上竖直放置着平

面镜和直立的铅笔袁平面镜中呈
现铅笔的虚像遥 当铅笔与平面镜
之间的距离为 8cm时袁像的高度
为 h1袁像到平面镜的距离为 s1曰当
铅笔与平面镜之间的距离为
4cm 时袁像的高度为 h2袁像到平

面镜的距离为 s2遥 则下列四个选
项中袁判断正确的是

A援s1=s2 B援s1<s2

C援h1>h2 D援h1=h2

揖答案铱D
揖命题意图铱
本题结合生活实例考查考

生对所学平面镜成像特点基
本知识的认识与应用袁在能力
立意上体现出考查考生应用
物理知识解释相关现象的能
力遥

揖试题分析铱
解题思路院考生对平面镜成

像的特点是熟悉的袁可能会受到
野远处的物体看起来显小冶 这一
日常生活中的错觉的干扰袁部分
考生会错选 C选项遥 再有袁与以
往用文字描述平面镜成像特点
不同袁本题采用字母分别表示像
高和像距袁并用关系式比较对应
的物理量的关系遥

揖试题铱
8援图 2 所示的实例中袁目的

是为了减小摩擦的是

粤

给自行车轴
加润滑油

轮胎上
制有花纹

B

用启瓶器
夹紧瓶盖

防滑垫表面
做得凹凸不平

C D

图 2
揖答案铱A
揖命题意图铱
本题考查考生对摩擦力的

理解和对影响摩擦力大小因素
的掌握遥 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是影
响摩擦力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本题中图文并茂地展示了多种
物品表面的粗糙程度袁体现了要
求考生用知识解释生活现象袁学
以致用袁从生活走向物理袁从物
理走向社会遥

揖试题分析铱
解题思路院选项 B尧D的图片

中都是增加物体表面的粗糙程
度袁从而增大摩擦力的实例遥 选
项 C中的方法是增加物体间的
压力袁 从而增加摩擦力的实例遥
选项 A 中给自行车轴上油是减
小机械部件之间的磨损的有效
方法袁是为了减小摩擦力袁所以
选项 A是正确的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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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试题铱
8援下面的统计图反映了我国与野一带一路冶

沿线部分地区的贸易情况援
2011-2016年我国与东南亚和东欧地区的

贸易额统计图

渊以上数据摘自叶野一带一路冶贸易合作大数
据报告渊2017冤曳冤

根据统计图提供的信息袁 下列推断
·
不
·
合
·
理

的是
渊A冤与 2015年相比袁2016 年我国与东欧地

区的贸易额有所增长
渊B冤2011要2016年袁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

易额逐年增长
渊C冤2011要2016年袁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

易额的平均值超过 4200亿美元
渊D冤2016年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额比我

国与东欧地区的贸易额的 3倍还多
揖答案铱 B
揖命题意图铱
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有效信息的提取能力

和应用意识.
揖试题分析铱
解题思路院根据图中提供的数据信息袁通过

观察袁不难发现袁2011要2016 年袁我国与东南亚
地区尧东欧地区的贸易额有增有减.

揖试题铱
9援小苏和小林在下图所示的跑道上进行 4伊

50米折返跑援在整个过程中袁跑步者距起跑线的
距离 y渊单位院m冤与跑步时间 t渊单位院s冤的对应关
系如下图所示援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渊A冤两人从起跑线同时出发袁同时到达终点
渊B冤小苏跑全程的平均速度大于小林跑全

程的平均速度
渊C冤小苏前 15s跑过的路程大于小林前 15s

跑过的路程
渊D冤小林在跑最后 100m的过程中袁与小苏

相遇 2次
揖答案铱C
揖命题意图铱
此题考查的内容属于叶考试说明曳中的 B级

要求袁是一道野能结合图象对简单实际问题中的
函数关系进行分析袁 并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冶的
题目.

揖试题分析铱
解题思路院根据图象可知袁小苏和小林从起

跑线同时出发袁小林先到达终点袁所以小林跑全
程的平均速度大于小苏跑全程的平均速度曰小林
前 15s跑过的路程大于小苏前 15s跑过的路程.

揖试题铱
10援下图显示了用计算机模拟随机投掷一枚

图钉的某次实验的结果援

下面有三个推断院
淤当投掷次数是 500时袁计算机记录野钉尖

向上冶的次数是 308袁所以野钉尖向上冶的概率是
0.616曰
于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袁野钉尖向上冶的频率

总在 0.618附近摆动袁 显示出一定的稳定性袁可
以估计野钉尖向上冶的概率是 0.618曰

盂若再次用计算机模拟此实验袁则当投掷次
数为 1000时袁野钉尖向上冶的频率一定是 0.620援

其中合理的是
渊A冤淤 渊B冤于 渊C冤淤于 渊D冤淤盂
揖答案铱B
揖命题意图铱
试题设计的思想来源于叶课程标准渊2011年

版冤曳的例 40.试题设置的出发点是体会概率与频
率的关系袁而不仅仅关注计算一些事件发生的概
率.在概率教学过程中袁比较偏向于利用古典概
型计算某一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袁这可能会让考
生体会不到随机思想袁仍然用确定性思维理解问
题.

揖试题分析铱
解题思路院 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袁野钉尖向

上冶的频率总在 0.618附近摆动袁显示出一定的
稳定性袁可以估计野钉尖向上冶的概率是 0.618.对
于淤盂来说袁都是通过具体的试验次数确定随机
事件发生的概率袁都是确定性思维分析.

题目的主要功能导向是引导教学回归到概
率的本质野随机现象冶.虽然考生对概率刻画随机
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有了一定的体会袁但是对
概率意义的理解容易停留在野比值冶层面袁而对其
反映的随机性的内涵认识不足.让考生经历大量
重复试验的过程袁在具体试验过程中发现频率呈
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袁对频率与概率之间
的关系进行体会袁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袁进一步
理解概率的本质.

随机现象表面上看无规律可循袁出现哪一个
结果事先无法预料袁 但当我们大量重复试验时袁
试验的每一个结果都会呈现出其频率的稳定性.
试题的设置是让考生体会试验结果的不确定性袁
感悟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思维袁引导在教学过程
中经历试验的过程袁收集试验数据袁分析试验结
果袁 将所得到的结果与自己的猜测进行比较袁最
后进行理性的分析袁体会频率与概率之间的联系
与区别.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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