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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北京大兴初二（上）期末 

物    理 

2024.01  

考 

生 

须 

知 

1．本试卷共 8 页，共五道大题，28 道小题，满分 90 分，考试时间 90 分钟。 

2．在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准考证号。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在答题卡上，选择题用 2B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共 24 分，每题 2 分） 

1．在国际单位制中，密度的单位是 

A．千克（kg）        B．米/秒（m/s）     C．千克/米 3（kg/m3）     D．米（m） 

2．图 1 所示是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上，新型无人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情境。若说这架无人机是静

止的，则所选的参照物是 

A．天安门城楼            

B．人民英雄纪念碑      

C．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柱 

D．运送这架无人机的卡车 

3．图 2 所示的四个物态变化的实例中，属于液化的是 

 

4．图 3 所示的光现象中，由于光的折射形成的是 

 

5．关于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鼓手打鼓用的力越大，鼓声的音调就越高 

B．我们能听到宇航员传回来的声音，说明声音在真空中可以传播 

C．小提琴演奏出的优美声音是由琴弦的振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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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高速路的两旁设置隔音墙是在声源处减弱噪声 

6．以下估测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是 

A．一枚鸡蛋的质量约为 60g        B．正常情况下人的脉搏一分钟跳动约为 10 次 

C．普通教室的高度约为 32cm       D．一位初中生跑 1000m 所用的时间约为 50s   

7．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一块月球上的岩石被带到地球上，其质量变大了 

B．一块银锭被压成了银饼，其质量变小了 

C．一块冰熔化成了水，其质量没有变化 

D．1 ㎏铁块的质量比 1 ㎏木头的质量大 

8．学校教学楼的大厅里竖直放置着一块平面镜，小兴同学在镜前向平面镜运动，如图 4 所示。在此过程中，

关于她在平面镜中所成的像的情况，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像变大，像到镜面的距离变大 

B．像变小，像到镜面的距离变小 

C．像的大小不变，像到镜面的距离变小 

D．像的大小不变，像到镜面的距离不变 

9．在我国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万毕术》中有“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的记载。

则图 5 中能对该现象进行正确解释的光路图是 

 

10．2023 年 6 月 6 日是我国第 28 个爱眼日，倡导“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人眼的晶状体和角

膜的共同作用相当于凸透镜，图 6 中关于近视眼与远视眼的成因及矫正，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甲为近视眼，可佩戴凹透镜矫正       B．甲为远视眼，可佩戴凸透镜矫正 

C．乙为近视眼，可佩戴凸透镜矫正       D．乙为远视眼，可佩戴凹透镜矫正 

11．图 7 是某物体做直线运动时的路程随时间变化的图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物体在 0～5s 时间内做匀速直线运动 

B．物体在 5s～10s 时间内做匀速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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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物体在 0～20s 时间内始终做匀速直线运动 

D．物体在 5s～10s 时间内通过的路程是 20m 

 

12．小兴用已调好的托盘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时，把物体放在左盘上，向右盘放入一定数量的砝码，发现

指针静止时指在分度盘的中央刻度线左侧。他再向右盘添加一个最小的砝码时，发现指针静止时指在

分度盘的中央刻度线右侧，然后他取下刚才添加的砝码。要使天平的横梁水平平衡，他接下来的操作

正确的是 

A．把横梁右端的螺母向右移动一段距离 

B．把横梁左端的螺母向右移动一段距离 

C．向天平右盘中添加一个大一些的砝码 

D．把游码向右移动一段距离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符合题意的选项均多于一个。共 6 分，每题 2 分。每题选

项全选对的得 2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 分，有错选的不得分） 

13．关于镜面反射和漫反射，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漫反射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B．镜面反射遵循光的反射定律 

C．从不同方向能看清教室内的同一幅书法作品，是镜面反射的结果 

D．从不同方向能看清教室内的同一幅书法作品，是漫反射的结果 

14．表一列出了几种物质的熔点，根据表中的数据，下列判断中正确的

是  

A．－40℃的水银是固态 

B．可以用铜制容器熔化铁块 

C．标准气压下，0℃的冰吸热时温度一定升高 

D．在－42℃的地区，能用酒精温度计测气温 

15．某研究性学习小组把一定量的水注入容器中，测得水的体

积随温度变化的图像如图 8 所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该实验中的自变量是水的温度 

B．根据实验结果，可知水的质量发生了变化 

C．根据实验结果，可知水的密度发生了变化 

D．水的密度是恒定的，所以本实验中体积变化是测量误差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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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探究题（共 48 分。第 16、17、18、19、20 题各 4 分，第 21 题 5 分，第 22 题 2 分，第 23、24、

25 题各 7 分） 

16．（1）图 9 中物体 A 的长度是__________cm。 

（2）图 10 所示的体温计的示数为______ºC。 

 

17．如图 11 所示，MM为平面镜，AO 为入射光线，ON 为法线。已知AON=60，NOB=30，

NOC=45，NOD=60。则入射光线 AO 的反射光线将沿着__________（选填“OB”“OC”或“OD”）

方向射出。若要使反射角增大，则应使入射角__________（选填“增大”或“减小”）。 

18．如图 12 所示，用力敲击鼓面，可以听到鼓发出的声音，同时观察到鼓面上的碎纸屑会跳动，这个现象

可以说明发声的鼓面是___________（选填“振动”或“静止”）的。小兴第一次敲击鼓面的力度较小，

鼓发出的声音较小，观察到纸屑跳动的幅度也较小；他第二次敲击鼓面的力度较大，鼓发出的声音较

大，观察到纸屑跳动的幅度也较大。请你根据小兴的实验过程提出一个可探究的科学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小兴测量小车在斜面上由 A 运动到 B 过程中的平均速度，如图 13 所示。 

 

（1）小车从 A 运动到 B 的路程是__________cm。 

（2）为了测量小车的平均速度，还需要的测量工具是____________________。 

（3）小兴测得小车从 A 运动到 B 的时间为 2s，则小车在此过程中的平均速度是__________m/s。 

（4）为了减小测量时间时的误差，可采取的措施是：____________________（回答一种方法即可）。 

20．图 14 是某物质凝固时的温度（T）随时间（t）变化的图像。根据图像回答下列问题。 

（1）这种物质是_______（选填“晶体”或“非晶体”）。 

（2）物质在 BC 段这个过程中要_______（选填“吸”或“放”）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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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种物质从开始凝固到凝固完毕共用了_______min。 

（4）该物质在 t=8min 时是_______（选填“液”“固”或“固液共

存”）态。 

21．某实验小组用相同的加热器对完全相同的两只烧杯甲和乙加热，杯内

装有质量不同的水，水沸腾一段时间。他们根据实验数据在同一个坐

标纸上绘制了甲和乙温度随时间变化图像，如图 15 所示。 

（1）开始计时时，水的温度是_______ ºC，根据图像可知水的沸

点是______ºC。 

（2）水沸腾时，温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是：____________。 

（3）比较两个图像可知，水的沸点与水的质量______（选填“有

关”或“无关”）。 

（4）根据你的经验判断，________（选填“甲”或“乙”）的质量

较大。 

22．小兴探究影响液体蒸发快慢的因素时，在 3 块相同的玻璃板上各

滴一滴质量相同的水，使水滴在玻璃板上的形状基本一致，然后将其中一块玻璃板上的水滴摊开使水

滴的表面积增大，将另一块玻璃板用酒精灯加热使水滴的温度升高，如图 16 所示。 

 

（1）观察甲和乙中水滴蒸发情况，会发现______（选填“甲”或“乙”）中水滴蒸发完毕所用时间较

短。 

（2）实验中发现甲和丙中水滴蒸发完毕所用时间的长短不同，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水蒸发快慢与

_________有关。 

23．小兴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时，把一张白纸放在水平桌面上，在白纸

的中间画一条直线 MN，然后把一块玻璃板竖立在白纸上，使玻璃板的

前面边缘正好压在 MN 上，如图 17 所示。 

（1）他把一支点燃的蜡烛 A 放在玻璃板的前面，通过玻璃板可以观察

到 A 成的像。然后在像的位置竖直放一张白纸，发现白纸上不能

呈现 A 的像，这说明 A 的像是_________（选填“实”或“虚”）

像。 

（2）他再拿一支外形跟 A 完全相同但不点燃的蜡烛 B 在玻璃板后面移动，直到从不同方向看上去 B 跟

A 的像_________，记录此时 A 和 B 的位置。然后他改变蜡烛 A 到镜面的距离，重复上述操作进

行多次实验，撤去玻璃板和蜡烛后分别测量 A 和 B 到 MN 的距离。则他在实验中所探究问题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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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是__________________，通过比较可知像和物到镜面的距离____________（选填“相等”或

“不相等”）。 

（3）实验中用玻璃板代替了平面镜，目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小华也利用这个方法进行了实验，但实验时发现无论怎样移动蜡烛 B，它与蜡烛 A 的像都无法完

全重合，你认为原因可能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小兴在实验室做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实验桌上备有带支架的蜡烛、光屏、凸透镜、光具座等

器材，如图 18 所示。他把凸透镜的位置固定在光具座上 50cm 刻度线处保持不变。 

 

（1）为了使烛焰在光屏上所成的像大致在光屏的中心，小兴在实验前应先将烛焰中心、透镜光心和光

屏中心调到________________。  

（2）小兴把蜡烛放置在光具座上 35cm 刻度线处，移动光屏至某一位置，在光屏上得到一个放大、清晰

的像，这个像是________（选填“实”或“虚”）像。凸透镜的这个成像规律可以说明

____________（选填“照相机”“放大镜”或“投影仪”）的原理。为了在光屏上得到一个缩小、

清晰的像，他应将蜡烛向（选填“左”或“右”）移动，同时将光屏向（选填“左”

或“右”）移动。 

25．小兴用天平和量筒测量自制果汁的密度。 

 

（1）他先将天平放在水平桌面上，然后将游码移至横梁标尺的左侧零刻度线处，发现天平指针位置如

图 19 甲所示。他应该将平衡螺母向__________（选填“左”或“右”）侧调节，才能使天平的横

梁水平平衡。 

（2）调节天平平衡后，他开始测量果汁的密度。 

①测得空烧杯的质量是 49.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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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取适量的果汁倒入烧杯中，用天平测果汁和烧杯的总质量，天平平衡时，右盘中砝码及游码的

位置如图 19 乙所示，则烧杯内果汁的质量是__________g。 

③将烧杯中的果汁全部倒入量筒中，如图 19 丙所示，则量筒内果汁的体积是________cm3。 

④利用上述测量的数据计算出果汁的密度为_______g/cm3。 

（3）老师认为小兴的方法将使果汁密度的测量值比真实值大。请你利用密度公式分析论证小兴的方法

测得的果汁密度比真实值大的原因。 

四、科普阅读题（共4分）  

阅读《我们看到了古老的光》并回答 26 题。 

我们看到了古老的光 

“牛郎织女”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在牛郎星上的牛郎和在织女星上的织女远隔天河，在每年

农历七月初七渡过天河相会一次，表达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你知道天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相

距多远吗? 

牛郎星和织女星都是银河系中的恒星，它们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假定牛郎从牛郎星以光速飞行，他

到达织女星也需16年！  

宇宙中恒星间的距离都非常大。为了表达起来方便一些，天文学家使用“光

年”为单位来度量恒星间的距离，1光年等于光在1年内传播的距离。  

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它距离我们4.3光年。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比邻星的光，是4.3年前发出的，经过了4年多才到达我们的眼

睛。 

银河系是由超过1000亿颗恒星组成的星系。在银河系之外，离我们最近的星

系是大、小麦哲伦云，它们距离我们16万～19万光年。 

秋天的夜晚可以在东北方向的天空找到一个亮斑，看起来像个纺锤，那就是仙女座大星云（如图21所

示）。它是北半球唯一可用肉眼看到的银河外星系，与我们的距离是225万光年。 

光——宇宙的使者，它不仅告诉我们宇宙的现在，而且还在告诉我们遥远的过去。 

26．请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光年是________（选填“时间”或“长度”）的单位，牛郎星到织女星的距离大约是

____________光年。 

（2）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受太阳引力约束在一起的天体系统，太阳系是银河系中众多星系中的普

通一员。已知太阳系的直径大约是 3×1011km，光的传播速度为 3×105km/s，一年按 3×107s 计算，

则以光速穿越太阳系大约需要__________年。（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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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算题（共8分，第27题4分，第28题4分） 

27．小兴每天坚持跑步锻炼身体，下表是他用手机 APP 软件记录自己某一次跑步的数据截图。已知他平均

步长为 0.6m。 

（1）他完成表中步数所需要的时间。 

（2）若他以该速度一共跑了 1800s，求他此时间内跑的路程。 

 

28．一个质量为 0.25kg 的玻璃瓶，盛满水时称得它们的总质量是 1.5kg，已知水的密度 1×103kg/m3。 

（1）求这个玻璃瓶的容积。 

（2）将这个玻璃瓶盛满某液体，称得它们的总质量是 1.75kg，求这种液体的密度。 

 

  

总步数 5000 步 

速度 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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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小题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共 24 分，每小题 2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D B D C A C C A B 

题号 11 12 
 

答案 A D 

二、多项选择题（下列各小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符合题意的选项均多于一个。共 6 分，每小题 2 分。每

小题选项全选对的得 2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 分） 

题号 13 14 15 

答案 ABD AD AC 

三、实验探究题（共 48 分。第 16、17、18、19、20 题各 4 分，第 21 题 5 分，第 22 题 2 分，第 23、24、

25 题各 7 分） 

16．（1）2.7（2分）  

（2）38.5（2 分） 

17．OD（2分）  

增大（2 分） 

18．振动（2分） 

纸屑跳动的幅度（或鼓发出的声音大小）与敲击鼓面的力度是否有关（2 分）  

19．（1）60（1分） 

（2）停表（1 分） 

（3）0.3（1 分） 

（4）减小斜面的坡度（1 分） 

20．（1）晶体（1分） 

（2）放热（1 分）  

（3）5（1 分）   

（4）固液共存（1 分） 

21．（1）90（1分） 

99（1 分） 

（2）温度不随时间而变化 （1 分）  

（3）无关 1 分） 

（4）乙（1 分） 

22．（1）乙（1分） 

（2）水的温度 （1 分） 

23．（1）虚（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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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全重合（1 分） 

蜡烛到镜面的距离（1 分） 

相等（1 分） 

（3）便于确定像的位置（1 分） 

（4）玻璃板没有和桌面垂直（1 分） 

24．（1）同一高度（1分） 

（2）实（2 分） 

投影仪（2 分） 

左（1 分） 

左（1 分） 

25．（1）左（1分） 

（2）48（1 分） 

40（1 分） 

1.2（1 分） 

（3）参考答案： 

方法一：以烧杯中果汁为研究对象，测得果汁的体积偏小，根据密度计算公式  =
m

V
，可知测

得果汁的密度偏大（3 分） 

方法二：以量筒中果汁为研究对象，测得果汁的质量偏大，根据密度计算公式  =
m

V
，可知测

得果汁的密度偏大（3 分） 

四、科普阅读题（共4分） 

26．（1）长度（1分） 

16（1 分） 

（2）0.03（2 分） 

五、计算题（共 8分，27、28题各 4分） 

27．（1）小兴完成表中步数通过的路程 1 5000 0.6m 3000m=  =s  

由 =
s

v
t
可知他完成表中数据所用时间 1

1

3000m
1000s

3m / s
= = =

s
t

v
（2 分） 

（2）由 =
s

v
t
可知他通过的路程 2 2 3m / s 1800s 5400m= =  =s vt （2 分） 

28．（1）瓶内盛满水时瓶内水的质量 1.5kg 0.25kg 1.25kg= − =水m  

由  =
m

V
可得瓶的容积

3 3

3 3

1.25kg
1.25 10 m

1 10 kg / m

−= = = = 


水
水

水

m
V V （2 分） 

（2）瓶内液体的质量 1.75kg 0.25kg 1.5kg= − =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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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求液体的密度
3 3

3 3

1.5kg
1.2 10 kg / m

1.25 10 m


−
= = = = 



液 液
液

液

m m

V V
 （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