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外百合外国语学校 2019~2020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八年级物理试卷

班级：________ 姓名：________ 
一、选择（每题 2 分，共 60 分） 

1．下列数据最接近实际的是（    ）

A．我们常用的圆珠笔的长度约为 31.8 10 mm×

B．一位中学生的质量约为 6kg

C．成年人正常步行速度大约是 1.1m/s

D．人的正常体温约 38.0℃

2．下列情况不属于机械运动的是（    ）

A．飞机在空中飞行 B．河水流动 C．水凝固成冰 D．月亮绕地球运动 

3．如图所示为晓彤旅行时记录汽车运动速度与时间关系的图象，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在出发 8h 内和 12h 内走过的路程相同 

B．在 5h 到 8h 内共走了 270km 的路程 

C．汽车整个过程中的平均速度为 47.5km/h 

D．汽车在 2h 到 4h 之间速度最快，那时的速度为 12m/s 

4．对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下列判断错误的是（    ） 

A．由 s vt= 可知，运动的路程与所用的时间成正比 

B．v 的值越小，表明物体运动得越慢 

C．由 /v s t= 可知，速度与路程成正比，与时间成反比 

D．v 的值越大，表明物体运动得越快 

5．甲、乙两辆汽车以相同的恒定速度直线前进，甲车在前，乙车在后．甲车上的人 a 和乙车上的人 b

各用石子瞄准对方，以相对自身为 v0 的初速度同时水平射击对方．若不考虑石子的垂直下落，则

（    ）

A．a 先被击中        B．b 先被击中 

C．两人同时被击中          D．能击中 b 不能击中 a 

6．如图所示是探究声现象的实验装置，利用该装置可演示（    ） 

A．敲音叉的力越大，乒乓球被弹得越远，听到的声音调就越高 

B．敲音叉的力越大，乒乓球被弹得越远，听到的声音的响度越大 

C．声音能否在真空中传播 

D．声音传播是否需要时间 



 

 

  

  
  

  
  

  
  

  
 

 
7．以下利用了超声波反射来获取信息的是（    ） 

A．大象的“声音”交流 

B．蝙蝠的“回声”定位 

C．外科医生对结石病人的“超声”排石 

D．站在天坛中央说话，会感到声音特别洪亮 

 
8．在一些城市的公路旁，常见到一种监测噪声的设备，当有汽车行驶过来时，设备上显示的数字会发

生变化，这个数字的单位应该是（    ） 

A．Hz    B．dB    C．km/h    D．km 

 
9．摩托车的排气管上有一个内腔大口径小的金属管，它的作用是（    ） 

A．装饰美观 

B．过滤尾气保护环境 

C．消音 

D．防止碰撞，保护人体安全 

 
10．科考船对某海域的海底形状利用声呐系统进行了测绘．具体方法是：在经过该海域水平面等间距的

A、B、C、D、E 五个位置时，向海底定向发射超声波，测得回收信号的时间分别为 0.30s、0.16s、

0.30s、0.14s、0.30s．根据时间，求出海底与海平面的距离，就可以绘出海底的大致形状，则该海

域海底的大致形状如图中的（    ） 

 
 
11．两支内径粗细不同，下端玻璃泡水银量相等的合格温度计，同时插入同一杯热水中，水银柱上升的

高度和温度的示数分别是（    ） 

A．上升高度一样，示数相等 

B．内径细的升得高，它的示数亦大 

C．内径粗的升得低，但两支温度计的示数相同 

D．内径粗的升得高，示数也大 

 
12．市场上有一种“55℃保温杯”，外层为隔热材料，内层为导热材料，夹层间有“神奇物质”，开水倒入

杯中数分钟后，水温降为 55℃且能较长时间保持不变．“神奇物质”在 55℃（    ） 

A．一定处于固态 

B．一定处于液态 

C．一定处于固、液混合态 

D．以上情况都有可能 



 

 

  

  
  

  
  

  
  

  
 

13．如图是李华同学在做完“观察水的沸腾”实验后，根据记录的数据，以

时间为横轴，温度为纵轴，作出的水的沸腾图象．下列通过对图象的

分析得出的判断正确的是（    ） 

A．OA 线段表明水在被加热过程中温度与时间成正比 

B．AB 线段表明水在沸腾过程中吸热而不升温 

C．沸腾时水的温度不足 100℃可能是由于供热不足 

D．实验过程中加热的时间为 3min 

 
14．下列实例中利用液化放热原理的是（    ） 

       
A．液化石油气  B．仙人掌针状叶  C．纸锅烧水     D．蒸汽熨斗 

 
15．在探究“冰融化时温度与时间的关系”实验中，把碎冰装在大试管中，将大试管放在水中加热．水的

质量相同，大试管在水中的深度也相同，用常温水而不用开水的好处是（    ） 

A．缓慢加热 

B．均匀受热 

C．增大受热面积 

D．缩短受热时间 

 
16．如图所示，晚间一行人经过一盏路灯，灯光照射人所形成的影子的长度会发生变化，变化的情况是

（    ） 

A．先变长后变短 

B．先变短后变长 

C．逐渐变长 

D．逐渐变短 

 
17．如图甲所示，蜡烛 a 在竖直放置的平面镜 MN 中所成像为 a′，

现将平面镜向下移动一段距离至图乙所示位置，则蜡烛 a 在平面

镜中（    ） 

A．不成像 

B．仍成像，但像下移距离与平面镜下移距离相同 

C．仍成像，但像下移距离是平面镜下移距离的两倍 

D．仍成像，且像还在原来位置 

 



 

 

  

  
  

  
  

  
  

  
 

18．如图所示的十字路口右侧楼房上镶嵌着面对正西南的大平板玻璃，有人从中看到一辆小车向西行驶

到十字路口向左转弯，则这辆汽车实际行驶的方向是（    ） 

A．向北行驶向右转弯 

B．向东行驶向左转弯 

C．向东行驶向右转弯 

D．向南行驶向左转弯 

 
19．如图所示，光在玻璃和空气的界面 AD 同时发生了反射和折射，以下说

法正确的是（    ） 

A．入射角为 60°，界面右侧是空气 

B．折射角为 45°，界面右侧是玻璃 

C．入射角为 30°，界面左侧是空气 

D．折射角为 45°，界面左侧是玻璃 

 
20．放电影时，电影胶片上的图案经凸透镜在银幕上成的是（    ） 

A．倒立、放大的虚像 

B．正立、放大的实像 

C．正立、放大的虚像 

D．倒立、放大的实像 

 
21．刘老师戴着眼镜正在批作业，听到远处有学生叫她，为了看清该学生的容貌，刘老师立即摘下眼镜

跟这位学生打招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刘老师所戴眼镜的镜片是凸透镜 

B．刘老师是近视眼 

C．刘老师不戴眼镜看近物时，物体的像会成再视网膜前方 

D．刘老师的眼球前后径可能过长或晶状体曲度可能过大 

 
22．甲、乙两只机械表放在凸透镜的主光轴上，位置如下图所示，手表的表面正对着透镜，跟主轴垂直，

则从透镜的不放手表的一侧适当位置观察，手表秒针的走动方向（    ） 

 
A．甲表秒针逆时针方向走动 

B．乙表的秒时针顺时针走动，跟直接看表相同 

C．甲表的秒针顺时针走动 

D．乙表秒针顺时针走动，但表面看上、下都颠倒过来 

 



 

 

23．在研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中，小明同学无论怎样移动光屏，在光屏上始终观察不到烛焰清晰的

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可是（    ） 

A．蜡烛、凸透镜、光屏三者中心不在同一水平线 

B．蜡烛距凸透镜距离大于焦距 

C．蜡烛距凸透镜距离小于焦距 

D．蜡烛距凸透镜距离等于焦距 

 
24．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的实验中，物体距离凸透镜 30cm 时，在凸透镜另一侧的光屏上可得到

一个倒立的、放大的实像．该凸透镜的焦距可能为（    ） 

A．5cm    B．10cm    C．15cm    D．18cm 

 
25．在凸透镜的主光轴上放一根木棒，a 端在 2 倍焦距之外，而 b 端在 1 倍焦距与 2 倍焦距之间，如图

所示，那么在另一侧所成的像是（    ） 

A．a 端变细，b 端变粗 

B．a 端变粗，b 端变细 

C．a、b 端变粗 

D．a、b 端变细 

 
26．下列事例中，物体的质量发生变化的是（    ） 

A．由热变冷的铝锅 

B．烧杯中正在沸腾的水 

C．铁球被压成铁饼 

D．从地球带到太空的食品 

 
27．小莉同学在测量物体质量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天平调平，于是她向左盘中放入质量为 0.3g 的沙粒，

这时天平平衡了．在测量过程中向右盘放入了 62g 的砝码，此时天平再次平衡，则此物体的实际质

量为（    ） 

A．62g    B．62.3g    C．61.7g    D．61.3g 

 
28．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一种碳纤维产品，各项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密度是钢的四分之一，强度

是钢的十倍．它最适合用于制作（    ） 

A．汽车的底盘       B．产品的包装盒 

C．打夯的重锤       D．航空器部件 

 
29．甲、乙、丙三个正方体，边长之比为1: 2 : 3，质量分别为 3g、24g、36g，已知它们是同一材料制成

的，但有一个是空心的，则空心的正方体是（    ） 

A．甲    B．乙    C．丙    D．无法判断 

 

  



 

 

  

  
  

  
  

  
  

  
 

30．小磊要用天平和量筒测量绿豆的密度，下列四种方法中最合理的是（    ） 

A．先用量筒和水测量一些绿豆的体积，再用天平测量这些绿豆的质量 

B．先用天平测量一些绿豆的质量，再用量筒和水测量这粒绿豆的体积 

C．先用天平测量一些绿豆的质量，再将这些绿豆直接倒入量筒测出体积 

D．先用天平测量一些绿豆的质量，再用量筒和水测量这些绿豆的体积 

 
二、填空与实验题（每空 2 分，共 30 分） 

31．一物体做变速直线运动，若物体前一半路程的平均速度为 2m/s，后一半路程的平均速度为 3m/s，

则这段路程的平均速度为________m/s，如图停表所示的时间为________. 

 

 
 
 
32．小夏在研究口琴的发声原理时，拆掉了口琴外壳，发现在气孔边分布这长短、厚薄都不同的一排铜

片（如图所示），吹口琴时，在气流的冲击下，铜片振动，发出声音．对不同气孔吹气，改变了声

音的________；在同一气孔处用不同的力度吹气，改变了声音的________． 

 
 
33．某同学用显微镜观察水中微生物，图甲中箭头表示显微镜视野中微生物游走方向，为了不使该生物

从视野中消失，则载玻璃片移动的方向是图乙中的________方向． 

 
 
34．人眼看不见的光已被人类充分利用，如验钞机利用其发出的________照射钞票上隐藏的荧光标记，

识别钞票的真伪；卫星上的探测器从高空拍照，可侦察到森林中掉到地上的香烟头发出的________，

达到及时控制火情的目的． 

 

  



 

 

35．“谷风”在山区经常出现．白天，因山坡上的空气强烈增温，导致空气密度________（选填“增大”“减

小”或不变），暖空气沿山坡________（选填“上升”或“下降”），形成“谷风”． 

 
 
36．小明妈妈为家里自酿了很多红葡萄酒．小明想知道自酿葡萄酒的密度，于是和学习小组的同学们一

起利用天平、量筒进行测量．他们的操作如下： 

 
（1）将天平放在________上，游码拨至标尺左端________处，并调节天平平衡； 

（2）用天平测量空烧杯的质量，图甲是小明测量过程中的情景，他的错误是________________． 

纠正错误后，测得空烧杯的质量是 41.6g． 

（3）取适量的葡萄酒倒入烧杯中，用天平测葡萄酒和烧杯的总质量，天平平衡，右盘中砝码及游

码的位置如图乙所示，其葡萄酒质量为________； 

（4）将烧杯中的葡萄酒全部倒入量筒中（如图丙所示），则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出葡萄酒的密度是

________kg/m3； 

（5）分析上述方法，测出葡萄酒的密度会偏________（选填“大”或“小”）． 

 
 
三、作图题（每个空 2 分，共 4 分） 

37．（1）平静水面上的小鸟和水中的小鱼，某时刻的实际位置如图所示，水面一侧 C 点的人眼恰好看

到它们在水中的像位置重合，以小鸟眼睛 A 点代表小鸟，以小鱼眼睛 B 点代表小鱼，请画出

人眼看到的小鱼的光路图．（保留作图痕迹） 

（2）如图物 AB 在凸透镜光心前 1.5f 处，请在主光轴上画出像 A B′ ′， ，要求像的位置和性质合理． 

 
 



 

 

  

  
  

  
  

  
  

  
 

                        

 

 

 
四、计算题（6 分） 

38．某冰块中有一小石块，冰和石块的总质量是 55g，将它们放在盛有水的圆柱形容器中恰好悬于水中

静止不动（如图甲所示），当冰全部熔化后，容器里的水面下降了 0.5cm（如图乙所示），若容器

的底面积为 10cm2，已知 3 30.9 10 kg/mρ = ×冰
， 3 31.0 10 kg/mρ = ×水

． 

求：（1）冰块中冰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厘米？ 

（2）石块的质量是多少克？ 

（3）若石块体积为冰体积的
1

10
，则石块的密度是多少千克每立方米？ 

 
 

 

 
  



 

 

百外期末试卷分析 

题型 题号 考点 难度 分值 

选择题 

1 常识估测 ★ 2 

2 机械运动判断 ★ 2 

3 速度图像 ★ 2 

4 速度公式理解 ★★ 2 

5 相对速度 ★★★ 2 

6 声现象 ★ 2 

7 超声波 ★ 2 

8 响度单位 ★ 2 

9 噪声控制 ★ 2 

10 回声计算 ★★ 2 

11 温度计 ★★ 2 

12 熔点 ★ 2 

13 沸腾 ★ 2 

14 液化 ★ 2 

15 熔化 ★ 2 

16 光的直线传播 ★ 2 

17 平面镜成像实验 ★ 2 

18 平面镜成像特点 ★★★ 2 

19 反射和折射 ★ 2 

20 凸透镜成像 ★ 2 

21 透镜应用 ★★ 2 

22 凸透镜成像 ★★★ 2 

23 凸透镜成像 ★★ 2 

24 焦距范围 ★★ 2 

25 凸透镜成像特点 ★ 2 

26 质量 ★ 2 

27 天平应用 ★ 2 

28 密度 ★★ 2 

29 密度计算 ★ 2 

30 特殊测量 ★★ 2 

填空题 

31 平均速度+停表读数 ★ 4 

32 声音特性 ★ 4 

33 显微镜 ★★ 2 

34 不可见光 ★ 4 

35 密度 ★ 4 



 

 

  

  
  

  
  

  
  

  
 

36 密度测量实验 ★ 12 

画图题 37 光学作图 ★★ 4 

计算题 38 密度计算 ★★★ 6 

  



 

 

2019 秋季期末初二物理百外卷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C D C C B B B C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D B D A B D A D D 
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A C 或 D B D A B A D C D 

  
二、填空与实验题 
31.   2.4 ; 218 
32. 音调；响度 
33.  D 
34. 紫外线；红外线； 
35. 减小；上升 
36. （1）水平桌面 ；零刻线 

（2）测量过程中调节平衡螺母 
（3）40g 
（4） 31 10×  
（5）大 

三、作图题 
37. 

第（1）幅图画出红色部分即可得分 

四、计算题 

38. 

解：（1）由题意得，冰的体积减去熔化成水后的体积，就是水面下降的体积，即： 

3 4 2 6 35 10 10 10 5 10
V

V m m m
ρ
ρ

− − −− = × × × = ×冰

水

冰

冰 ， 

则： 6 3 39 5 10 5
10

V V m cm−− = × =冰 冰
， 

解得： 350V cm=冰 。 

（2） =
V
mρ由 得 3 3 6 3 30.9 10 / 50 10 45 10 45m V kg m m kg gρ − −= = × × × = × =冰 冰 冰

 

故 55 45 10m m m g g g= − = − =石 冰
 



 

 

  

  
  

  
  

  
  

  
 

（3） 3 31 1= =1
10 1

0
0

50V V cm cm×=石 冰  

3 3 3
3= =2g / cm =2 10 kg / m

5
10g
cm

=
m
V

ρ ×石
石

石

 

答：（1）冰块中冰的体积是 350cm ；- 

（2）石块的质量是 10g； 

（3）石块的密度是 3 32 10 /kg m× 。 

 

  



 

 

教师寄语： 
百外这次期末考试总体来说，考查内容全面，知识点分布广，且对细节要求高，题目灵活，难度较

高。 
机械运动章节集中在选择题，从常识估测、速度图像、公式理解到相对速度，比较细致的检验了运

动学的重难点知识； 
声现象、温度和物态变化章节分布在选择和填空题，考查内容难度不大，较为基础，主要检验基础

知识掌握情况； 
光学中各知识点皆有考查，直线传播、反射折射较为简单，平面镜成像较难，从选择题的平面镜成

像特点到画图题的作图，可以建立起较好的区分度；透镜成像难度中上，从成像特点、应用到实验以及

焦距范围求解，都是透镜成像章节的重难点； 
质量密度章节在选择题和实验题部分相对简单，包括质量理解、天平使用、密度计算和特殊测量等；

在计算题部分难度较大，“冰包石”题型较为新颖，要求学生对过程中的物理量变化理解要求较高，容

易建立区分度。 
本次考试 70 分合格，85 分优秀，95 分非常优秀，梅花香自苦寒，坚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方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趋于完美！考试结束，静候佳音，祝大家寒假快乐，天天开心！劳逸结

合，力争更上一层楼！ 
陈洋洋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