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声现象（4 个考点） 

1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是声音的产生及其传播 

2 声音的特性 区分音调、响度与音色 

3 噪声的危害和控制 防治噪声 

4 声的利用 声的利用 

二、光学（两大块） 

（一）光现象（5 个考点） 

1 光的传播 光沿直线传播及其应用 

2 光的反射 光的反射规律及其光的反射现象 

3 平面镜成像 平面镜的成像特点、原理、现象及其平面镜成像的实验方案 

4 光的折射 光的折射规律及其光的折射现象 

5 光的色散、 

看不见的光 

光与颜料的三原色及其物体的颜色 

（二）透镜及其应用（2 个考点） 

1 透镜成像规律 凸透镜的成像规律及应用。 重点 

2 眼睛和眼镜 远近视眼的成因及其矫正 

三、物态变化（4 个考点） 

1 温度与温度计 原理和正确使用方法 

2 熔化和凝固 熔化和凝固的温度—时间图象，并能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来区分是晶

体还是非晶体及其熔点温度 

3 汽化和液化 区别蒸发和沸腾，且对水的沸腾实验中的器材、步骤、观察到的现象及

评估与交流及其汽化和液化的方法、措施 

4 升华和凝华  

［复习指要］学生常见区分升华和凝华现象时出现错辨，但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发生，对于这些现象学生应能

够利用学过的知识来辨别它的产生过程及原因，做到学以致用，从物理走向科学。多以选择题和填空题考查。 

四、电与磁（五大块） 

（一）电路、电流、电压和电阻（7 个考点） 

1 电路 电路的组成；能从能量的角度认识电源和用电器的

作用 

 

2 串联和并联电路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连接的特点  

3 电流 生活中有关用电器工作的电流值；正确使用电流

表，正确读出电流表的示数 

 



4 串、并联电路的电流规律 正确使用电流表测量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中的电流；在电路图中利用其

电流规律来分析做题 

5 电压 电压表的使用方法及读数；区分电压表在电路中测谁的电压 

6 串、并联电路的电压规律 利用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电压规律来分析电路，判断故障 

7 电阻 理解电阻是导体本身的一种属性 

（二）欧姆定律（2 个考点） 

1 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通过实验、分析和探索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2 测定小灯泡的电阻 测定小灯泡电阻实验的整个探究过

程 

重点 

（三）电功率、家庭电路（5 个考点） 

1 电能 电能的单位换算；电能表参数的理解及其电能的求法 

2 电功率 电功率的计算；估计一些家用电器的功率；区分电功与电功率 

3 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实验的方案设计、实验原理、电路图的画法、数

据的处理及其得出实验结论 

重点 

4 电与热 利用焦耳定律的知识来解释相关现象 

5 家庭电路 家庭电路的连接方式；安全用电及其排除家庭中一些常见的电路故障 

（四）电与磁（6 个考点） 

1 磁现象 判断物体是否有磁性，及其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2 磁场 各种磁体周围的磁场分布情况 

3 电生磁 电磁铁磁性强弱与什么因素有关及有什么关系”的实验探究；奥斯特实验

的做法及其结论 

4 电磁继电器 电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的解释 

5 磁生电 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 

6 电动机和发电机 工作原理及其能量转化 

（五）信息的传递（2 个考点） 

1  知道光是电磁波，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知道波长、频率和波速的关系 

2  常识性了解卫星通信、光纤通信和网络通信 

 

五、力学（七大块） 

（一）多彩的物质世界（5 个考点） 

1 宇宙和微观世界 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物质由分子和原子组成，微观角度看物质三种状态，

纳米技术的应用和前景 

2  物质的物理属性 



3 质量 质量是物体本身的一种属性，质量的单位，托盘天平的使用方法以及用

托盘天平测量固体和液体的质量 

4 密度  中考热点 

5 测量物质的密度 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  

（二）运动和力（6 个考点） 

1 机械运动 机械运动、参照物、运动和静止

的相对性的解释 

易考点 

2 运动的快慢 变速运动及平均速度  

3 长度、时间及其测量 利用刻度尺测量长度  

4 力 力的理解、力的单位、力的作用效果、力的三要素、力的示意图 

重点：是能结合日常生活事例理解解释力的作用效果，能用示意图表示力。 

难点：是解释物体间力的相互作用的有关现象。 

5 牛顿第一定律 ①牛顿第一定律 

②惯性的概念及解释惯性现象 

6 二力平衡  

（三）力和机械（5 个考点） 

1 弹力 弹力概念、产生条件、测量工具 

易考点：是弹簧测力计的原理、结构、使用方法、读数。 

易错点：是弹簧测力计原理中的“伸长长度”和“弹簧长度”分的不清楚而导致出现的错误 

2 重力 具体重力的概念、重力的三要素、重力的示意图 

难点：是重力的大小，区分重力与质量的关系。 

易错点：是重力的方向，尤其是斜面上物体的重力方向，要注意与压力和浮力方向比较。 

3 摩擦力 摩擦力分类、和如何增加减小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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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 

 

概念、杠杆平衡条件的探究及应用、杠杆的分类和用途、杠杆的示意图。

易错点是杠杆力臂的画法 

5 其他简单机械 按要求组装滑轮组 难点 

（四）压强和浮力（6 个考点） 

1 压强 压力压强的概念、压力的作用效果、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 

易错点有三个 

①理解分清压力和压强； 

②压力与重力的联系与区别； 

③求压强时受力面积的判断。 

2 液体的压强 要知道液体内部有压强及其特点 

3 大气压强 大气压强的存在、产生、相关现象的解释 

重点：大气压强生活中的应用。 



4 液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并用其解释有关现象 

易错点：学生容易理解为飞机是靠浮力上升的。 

5 浮力 浮力的方向、测量、计算方法、阿基米德原理及其解释相关现象 

重点：浮力的实验探究过程 

6 浮力的利用 ㈠物体的浮沉条件； 

㈡浮力的应用：轮船、潜水艇、气球和飞艇的浮沉原理 

（五）功和机械能（5 个考点） 

1 功 功的初步概念、功的原理、功的计算 

重点：是功的概念和计算；难点：是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 

2 机械效率 什么是有用功、额外功和总功，及其机械效率 

重难点：是机械效率的定义和计算。 

3 功率 功率的概念和计算 重点 

难点：是对功率是表示物体做功的快慢程度的理解以及功率的计算 

4 动能和势能 （1）影响几种机械能大小的因素以及机械能的相互转化。 

（2）用控制变量法研究动能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 

重点 

5 机械能及其转化 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机械能守恒 

（六） 热和内能（4 个考点） 

1 分子热运动 正确认识分子动理论的基本内容 

难点：是对分子间引力、斥力的理解，中考还常考查用分子热运动的观点解释扩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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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能 了解内能的概念及和机械能的区别，知道做功和热传递可以改变物体的内

能，能描述温度和内能的关系，会判断热传递发生的条件和结果。 

易错点是：温度、热量、内能三者间的区别和联系。 

3 比热容 理解比热容的概念，并用热量公式进行计算 难点 

4 热机 四冲程汽油机的基本工作原理，燃料的热值及热机的效率 

（七）能源与可持续发展（5 个考点） 

1 能源家族 能源概念，能源分类 

2 核能 核能、裂变、聚变的定义及其现实中的应用，知道核能的优点和可能带来

的问题 

3 太阳能 太阳能的特点，及其太阳能的利用方式 

4 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 知道永动机失败的道理，能分析出各种能之间的转化情况，知道所有能量

的转移和转化是有方向性的。 

不是所有的能量都可以利用，能量的利用既有条件，也有代价。 

5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①了解能源的发展趋势； 

②各种能源消耗过程中对环境影响 

③设想未来理想的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