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岭教育集团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 
期中考试

初二物理试卷

（说明：本试卷考试时间为 8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分，每小题 2 分，满分为 100 分） 
1．如图所示各种运动中，不属于机械运动的是（    ）

A．行星转动   B．鲜花怒放 C．骏马奔驰 D．箭被射出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误差和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 
B．多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可以避免误差 
C．零刻度已磨损的刻度尺不能用来测长度 
D．在测量中，错误可以避免，误差不可以避免 

3．如图所示，下列关于刻度尺的使用或读数正确的是（ ）

4．星期天，小明与爸爸开车出行，在十字路口看见了红灯，停车等待，小明看着窗外旁边的汽车，突

然发现他所坐的车向前移动，急忙向爸爸喊停车，爸爸说车没动．若爸爸判断正确，则爸爸和小明

分别选的参照物可能是（    ）
A．旁边向前移动的汽车、地面    B．地面、旁边向前移动的汽车 
C．旁边向后移动的汽车、地面    D．地面、旁边向后移动的汽车 

5．为宣传“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理念，三个好朋友在某景点进行一场有趣的运动比赛．小张驾驶电

瓶车以 36km/h的速度前进，小王以 10m/s的速度跑步前进，小李骑自行车，每分钟通过的路程是 0.6km，

则（    ）
A．小张速度最大 B．小王速度最大 
C．小李速度最大 D．三人速度一样大



 

 

  

  
  

  
  

  
  

  
 

6．某运动员参加百米赛跑时，起跑的速度为 8m/s，中途的速度为 9m/s，最后冲刺的速度为 10m/s。若

他的成绩为 12.5s，则他跑完全程的平均速度为（    ） 
A．8m/s    B．9m/s    C．9.67m/s   D．12m/s 

 
 
7．下列四个图象中能正确反映匀速直线运动规律的是（    ）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8．甲、乙两物体，同时从同一地点沿直线向同一方向运动，它们的 s t− 图象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A．2~4s 内乙做匀速直线运动 
B．4s 时甲、乙两物体的速度相等 
C．0~4s 内乙的平均速度为 2m/s 
D．3s 时甲在乙的前方 
 
 

9．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甲乙两个物体，若 : =1: 2t t甲 乙 ， : =2 :1s s甲 乙 ，且甲物体运动速度是 8m/s，则乙物体

运动的速度是（    ） 
A．32m/s    B．8m/s    C．4m/s    D．2m/s 
 
 

10．声音在下列物质中传播最快的是（    ） 
A．钢轨   B．湖水    C．煤油    D．空气 
 
 

11．下列关于声音的特征的判断错误的是（    ） 
A．“我这破锣似的喉咙，怕唱不好”，形容发出声音的音色太差 
B．“这个蚊子飞来飞去，吵死了”，形容蚊子发出声音的音调高 
C．“他音起得太高，我唱不上去”，这里的“音”是指声音的音调 
D．“引吭高歌”指的是声音的音调高 
 

  



 

 

12．下列各图描述的实验中，现象和原理不匹配的是（    ） 

 

A．将发声的音叉接触及面颊，感觉音叉振动，说明声音发声时振动 
B．老师用同样的力吹一根吸管，并将它不断剪短，他在研究响度与吸管长短的关系 
C．乒乓球被弹开说明发声体在振动 
D．听不到真空罩中的铃声说明真空不能传声 
 
 

13．下列图中四幅图片与其对应的说法，错误的是（    ） 

 
A．甲图中通过改变尺子伸出桌面的长度，可以探究音调与频率的关系 
B．乙图中两列声波的音调相同 
C．丙图中蝴蝶翅膀振动发出的次声波，人耳听不见 
D．丁图中通过改变杯中的水量，可以探究响度与振幅的关系 
 
 

14．刚竣工的港珠澳大桥经过超声波检测，无一结构性裂缝．超声波探伤仪发出超声波时，人耳不能察

觉，原因是超声波的（    ） 
A．速度太快  B．响度太小   C．音色太差   D．频率太高 
 
 

15．下列仪器或设备工作时，利用声音传递能量的是（    ） 
A．超声测距 
B．超声波加湿器 
C．彩超检查胎儿的发育情况 
D．超声波探伤仪检查铁轨 
 

16．下列几种减弱噪声的方法中，不可行的是（    ） 
A．改造噪声大的机器 
B．在生产噪声的厂房周围种树 
C．将产生噪声的厂房门窗打开  
D．戴上防噪声耳塞 

  



 

 

  

  
  

  
  

  
  

  
 

17．为了探究声的产生条件，有人建议利用以下几个实验现象．你认为，能说明声的产生条件的实验现

象是（    ） 
甲：放在钟罩内的闹钟正在响铃，把钟罩内的空气抽去一些后，铃声明显减小． 
乙：使正在发声的音叉接触水面，水面溅起水花． 
丙：吹笛子时，手指按在不同的孔便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丁：在吊着的大钟上固定一支细小的笔，把钟敲响后，用纸在笔尖上迅速拖过，可以在纸上画出一

条来回弯曲的细线． 
A．乙、丁   B．丙、丁   C．甲、乙   D．甲、乙、丁 
 
 

18．关于温度计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体温计的测量范围是 35℃~42℃ 
B．体温计可以离开人体度数 
C．普通温度计不能离开被测物体观察温度 
D．任何情况下，水的沸点都是 100℃ 
 
 

19．一支体温计的示数是 37.2℃，某粗心护士忘了甩体温计，先后测甲、乙两个人的体温，他们的真实

体温分别是 36.5℃、38.8℃，经测量温度计的读数为（    ） 
A．甲的读数是 36.5℃；乙的读数是 38.8℃ 
B．甲的读数是 37.2℃；乙的读数是 38.8℃ 
C．甲的读数是 36.5℃；乙的读数是 36.6℃ 
D．以上读数都不对 
 
 

20．如图所示，是一定质量的某物质熔化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图象，由图像可知（    ） 
A．该物质是非晶体 
B．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吸热且温度升高 
C．该物质的熔点是 50℃ 
D．该物质在第 15 分钟中，处于固、液共存状态 
 
 

21．为了方便研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小丹在老王的帮助下安全改装了一个玻璃电热水壶（去

盖，如图所示），它能已知保持水沸腾，把它放在一个电子秤上（没加热时读数为 500.98g），以

下判断正确的是（    ） 
A．加热至沸腾一段时间后，电子秤读数都不会发生变化 
B．沸腾时，水里气泡的主要成分是空气 
C．图中温度计能准确测量出水沸腾时的温度 
D．停止加热后水不再沸腾，说明水沸腾时需要吸热 
 

  



 

 

22．体育课后，汗流浃背的小林同学赶紧打开教师电扇吹吹风，顿时感觉凉快多了，与这一现象有着相

同特点的是（    ） 
A．春天，冰雪融化成溪水 
B．夏天，冰棒周围冒“白气” 
C．秋天，早晨草地上铺上一层白霜 
D．冬天，屋檐上挂着串串冰柱 
 
 

23．下列现象不可能出现的是（    ） 
A．寒冷的冬天，冰冻的衣服会变干 
B．潮湿的夏天，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瓶上会出现水珠 
C．有风的天气，游泳后从水中走出会感觉冷 
D．冬天戴眼镜的人，从室内走向室外，镜片上出现水珠 
 
 

24．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烧开水用的“小纸锅”不会燃烧是因为纸的着火点低于水的沸点 
B．夏天，揭开冰棒包装后会看到冰棒冒“白气”，这是升华现象 
C．液化石油气通过压缩体积的方法使可燃气体液化，便于存储 
D．密闭玻璃管内碘晶体用热水加热后容易汽化成碘蒸气 
 
 

25．小明用如图所示的装置炖食物，碗与锅底不接触，当锅里水沸腾后碗中的汤（    ） 
A．同时沸腾了 
B．稍后也沸腾了 
C．温度低于沸点，不会沸腾 
D．温度达到沸点，但不会沸腾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空 1 分，满分 14 分） 
26．用两种不同规格的刻度尺测量同一支铅笔的长度，图 1 中铅笔的长度是________cm，图 2 中铅笔的

长度是________cm，图 3 的机械秒表的示数是________s． 

 

 
 



 

 

  

  
  

  
  

  
  

  
 

27．金庸曾描述一种武功“寒冰掌”：发功时伸出手掌，罩在杯口，杯中水即可结成寒冰（假设降到 5− ℃）．根

据物理知识，此时手掌温度应________（“低于”“等于”或“高于”） 5− ℃，按常理这种武功是

________（“可能”或“不可能”）练成的，因为人体正常体温37.5℃，水结成寒冰过程要________
热． 

 
 

28．把干冰（固态二氧化碳）放入铝罐里一段时间，罐外壁结了一层霜．原因是干冰容

易发生________（物态变化），需要________（“吸热”或“放热”），使铝罐外

壁温度降低．这层霜是由（“空气”、“水蒸气”或“水珠”）经过________（物

态变化）形成的． 
 

 
29．在两块相同的玻璃片上，小明分别滴一滴质量相同的水，如图所示，观察图中情景可知，他主要研

究蒸发快慢是否与________． 
A．水的温度高低有关       
B．水的表面积大小有关 
C．水上方空气的流动快慢有关     
D．液体的种类 
用热风干手器将湿手吹干，这是________现象；在这里使水加快蒸发的原因有： 
①热的风表明物体的________越高，蒸发越快；②风可使________． 

 
 
三、实验探究题（共 3 小题，每空 1 分，共 18 分） 
30．小明在“测小车的平均速度”的实验中，设计了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小车从带刻度（分度值为 1cm）

的斜面顶端由静止下滑，图中的圆圈是小车到达 A、B 、C 三处时电子表的显示（数字分别表示“小

时；分；秒”） 
⑴该实验是根据公式________进行测量的． 
⑵实验中为了方便计时，应使斜面的坡度较________（“大”或“小”），目的：________________． 
⑶实验前必须学会熟练使用电子表，如果让小车过了 A点才开始计时，则会使所测 AC 段的平均速

度 ACv ________（“大”或“小”）． 

⑷小车从 A运动到C 路程________dm，平均速度是________m/s． 

 
 

  



 

 

31．小明选择蜂蜡和海波探究“不同固态物质在熔化过程中温度的变化是否相同”，设计的实验装置如

图甲所示． 

 
⑴图甲实验装置的组装顺序应为________（选填“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 
⑵将温度计正确插入蜂蜡和海波中，观察温度计示数时眼睛分别在如图乙所示的①、②、③位置，

其中正确的是________（①/②/③），此时温度计的示数是________℃． 
⑶丙是小明绘制的海波的熔化图象，BC 段表示海波的熔化过程，海波________（吸收/放出）热量，

温度________（升高/降低/不变）．第 10min 海波处于________（固/液/固液共存）态． 
⑷丁是小明绘制的蜂蜡的熔化图象，蜂蜡在熔化过程中温度________（升高/降低/不变），通过实

验可知，蜂蜡是________（晶体/非晶体）． 
 
 
32．在观察“水的沸腾”实验中，当水温升到88℃时，每隔 1 分钟读一次温度计的示数，直到水沸腾

3min 后停止读数，数据记录如下表： 
时间/分 0 1 2 3 4 5 6 7 8 
温度/
℃ 

88 90  94 96 98 98 98 98 

 
⑴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水的沸点为________℃． 
⑵水沸腾时看到大量“白气”冒出，这些“白气”是由水蒸气________（物态变化）形成． 
⑶小华和小杰选用的实验装置相同，但水开始沸腾的时刻不同，他们绘制的沸腾图象如图 2 所示，

得到 a、b 两种不同图象的原因是________不同． 
⑷沸腾前和沸腾时水中气泡上升的两种情况，如图甲、乙，则图________是水沸腾时的情况． 

 
  



 

 

  

  
  

  
  

  
  

  
 

四、计算题（共 2 小题，每题 6 分，共 12 分） 
33．如图所示一列火车在平直铁路上匀速行驶，在 10min 内前进 18km，然后以该速度完全通过一山洞，

耗时 30s，已知这列火车长 100m． 
⑴求火车前进速度是多少 m/s？ 
⑵求这个山洞的长度． 
 
 
 
 
 
 
 
 
 
 
 
 

 
 
34．利用声速进行定位测距是一项重要能力，现查阅资料，得到声音在某些物质中的传播速度如表所示，

则请你根据以下信息计算： 
物质 空气 海水 松木 铁 
速度（m/s） 340 1500 3320 5000 
 
⑴夏天电闪雷鸣，如果在看到闪电后 5s 听到雷声，求闪电处距人约为多少 m？ 
⑵用超声测位仪向海底垂直发射声波．如果经 4s 接收到来自大海底的回波信号．则该处的海深多

少 m？ 
 
 
 
 
 
 
 
 
  



 

 

五、综合能力题（共 1 小题，每空 1 分，共 6 分） 
35．小强找来 8 个相同的啤酒瓶，装入不同高度的水，如图所示． 

⑴耳朵能够识别出是用嘴吹还是用筷子敲发出的声音，主要是依据发出声音的________不同． 
⑵若用嘴依次吹瓶口发声，________（填序号）瓶时，发出的声音音调最高，其原因是该瓶内空气

柱振动的________，所以发声的音调最高． 
⑶若用相同的力敲击不同瓶子，装的水越多，瓶子发出的声音的音调________（选填“越高”、“不

变”或“越低”）．用不同的力敲打同一个啤酒瓶，发出的声音的强弱不一样，是由于________
（选填“音调”、“音色”或“响度”）不同引起的，振幅越大，响度越________． 

 

 
  



题型 题号 考点 难度 学而思讲义对应点 分值 微课对应讲次
1 机械运动辨析 ★ 秋季第1讲 2

2 误差、错误辨析 ★★ 秋季第1讲 2 微课第1讲

3 长度测量 ★★ 秋季第1讲 2

4 参照物选取 ★★ 秋季第1讲 2

5 速度单位换算 ★ 秋季第1讲 2

6 平均速度计算 ★★ 秋季第1讲 2 微课第5讲

7 速度图像 ★ 秋季第2讲 2 微课第4讲

8 速度图像 ★★ 秋季第2讲 2 微课第4讲

9 速度比例计算 ★★ 秋季第1讲 2

10 声速 ★ 秋季第3讲 2

11 声音特征 ★ 秋季第3讲 2

12 声现象解释 ★★ 秋季第3讲 2

13 声音特征 ★★ 秋季第3讲 2

14 超声波 ★ 秋季第3讲 2

15 声的应用 ★ 秋季第3讲 2

16 噪声减弱方法 ★ 秋季第3讲 2

17 声实验 ★★ 秋季第3讲 2

18 温度计 ★ 秋季第4讲 2

19 体温计使用 ★★ 秋季第4讲 2

20 熔化图像 ★★ 秋季第5讲 2

21 沸腾 ★★ 秋季第5讲 2 微课第13讲

22 物态变化吸放热 ★★★ 秋季第5讲 2 微课第13讲

23 物态变化现象 ★★ 秋季第5讲 2 微课第13讲

24 物态变化 ★★★ 秋季第5讲 2

25 沸腾条件 ★★★★ 秋季第5讲 2 微课第12讲

26 长度测量 ★ 秋季第1讲 3

27 熔化和凝固 ★★ 秋季第5讲 3

28 物态变化 ★★ 秋季第5讲 4 微课第13讲

29 蒸发的影响因素 ★★ 秋季第5讲 4 微课第13讲

30 速度实验 ★★ 秋季第2讲 6

31 熔化实验 ★★ 秋季第5讲 8

32 沸腾实验 ★★★ 秋季第5讲 4 微课第11讲

33 速度计算 ★★ 秋季第2讲 6

34 回声计算 ★★★★ 秋季第3讲 6 微课第8讲

综合能力题 35 声音特征 ★★ 秋季第3讲 6 微课第7讲

试卷难度分析、知识范围、难度情况分析表

计算题

实验探究
题

填空题

选 择 题



 

 

  

  
  

  
  

  
  

  
 

 

红岭教育集团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 

期中考试 

初二物理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D B D D A C C D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D B D D B C A D B D 

题号 21 22 23 24 25      

答案 D A D C D      

 

二、填空题 

26、2.5     3.65     32 

27、低于    不可能    放热 

28、升华    吸热     水蒸气     凝华 

29、B     汽化    温度     水上方空气的流动速度加快 

 

三、实验探究题 

30、（1）v=
t
s
   

（2）小    方便计时，减小测量时间时造成的误差  

（3）大    

（4）9.00    0.3 m/s 

31、（1）自下而上 

（2）②        42 

（3）不变      固液共存 

（4）升高      非晶体 

32、（1）98 

（2）液化       

（3）水的质量 

（4）甲 

 

      

 

 



 

 

 

 

四、计算题 

33、解：（1）火车前进速度： 

v＝ ＝ ＝30m/s； 

（2）列车完全通过山洞行驶的距离： 

s′＝vt′＝30m/s×30s＝900m， 

则山洞的长度 L 山洞＝s′﹣L 车＝900m﹣100m＝800m。 

答：（1）求火车前进速度是 30m/s； 

（2）这个山洞的长度 800m。 

 
 

34、解：（1）由 v＝ 可得闪电处距人的距离： 

s＝vt＝340m/s×5s＝1700m； 

（2）超声波从海面传到海底的时间： 

t＝ ×4s＝2s， 

由 v＝ 可得该处的海深： 

s＝vt＝1500m/s×2s＝3000m； 

答：（1）闪电处距人约为 1700m；（2）该处的海深为 3000m。 

 

35. 

（1）音调 

（2）G ；快  

（3）越低；响度；大 

  



教师寄语：

陈洋洋老师：本套试卷题量适中，难度中上，对于学生们基础知识和能力素养都有一定考察。 

选择题方面，温度章节考查较少，题目相对简单；速度章节考察较多，从基础的参照物选取到速度

图像认识，难度跨越较大；声现象考查细致，包括声音特征、三要素决定因素和波形图等；物态变化模

块除了基础知识点的简单记忆层面考查，还涉及到了物态变化的实验考查和运用分析，相应体现为 21～

25，对于学生的能力有一定要求。 

填空题方面，难度不大，细节要求比较高，长度和时间读数问题上需要细心，27、28 物态变化对吸

放热的掌握要求较高 

实验探究题方面，题型经典，分别为小车平均速度、熔化和沸腾实验，题目难度中上，但是平时对

于这一块的内容反复训练，所以解决起来问题不大。 

计算题方面，题意清晰难度不大，格式规范和计算细心是拉开区分度的原因，这一块往往也是绝大

多数初学物理的孩子最容易忽略的地方，需要引起重视！ 

综合拓展题方面，考查声现象瓶子问题，比较经典，日常训练中都有涉及，较为简单。 

综合评定:此套试卷难度中上,80 分以上为合格, 90 分以上优秀, 95 分以上非常优秀! 

本学期是物理学习的基础能力成长时期，期中之前的考查，不仅涉及到了物理知识点记忆层面的要求，

同时对知识点深入的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要求也非常高。学期过半，希望孩子们从各知识点的学习过程

中充分利用好手里的资料，总结规律，整理物理学习思路和方法，不断调整，最终提升自我物理学习综

合能力。祝大家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