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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议议（教材
!

"#

）

人体上的某些部位可以作为“尺”，用来估测长度：

１庹，成年人两臂侧平伸直时两中指间的距离；１鳰（张
开手，大拇指尖到中指尖之间的距离）约为２０ｃｍ；步幅
（走路时，两脚尖之间的距离）约为０．５ｍ．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硬币直径的测量方法见图（１）所示．硬币周长的测量
方法：①在硬币边缘做一记号，在刻度尺上滚动一周，
读出周长值；②用棉线在硬币上绕一周，用刻度尺量
出棉线的长度；③用直尺和三角尺量出硬币的直径，
算出周长．
一页纸厚度的测量方法：用刻度尺先测出１００张纸的
厚度，然后除以１００．

（１） （２）
第１题图

铜丝直径的测量方法见图（２）．测出多匝铜丝的长
度，除以匝数，就等于铜丝的直径．

２．用刻度尺测出脚的长度再求出脚长的７倍，大约就是
身高．

３．８６４００ｓ　［解析］每天２４小时，每小时３６００秒，所
以一天为２４×３６００ｓ＝８６４００ｓ．

４．当小铁块运动到最低点时开始计时，用停表测出５０

个来回所用的时间 ｔ，再除以５０，即 ｔ１＝
ｔ
５０就是小铁

块摆动一个来回所用的时间．要想做一个周期为１ｓ
的摆，可以调整摆线的长度，直到用停表测出其摆动

５０个来回所用的时间为５０ｓ，此时摆的周期为１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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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议议（教材
!

"$

）

从图可以看出宇宙中的万物都在运动且运动有快

慢之分．判断彗星运动，是相对于地球而言的．猎豹飞奔
和蜗牛缓慢爬行均是相对于地面上静止的物体而言的，

位置发生了变化．
想想议议（教材

!

"%

）

乘坐列车时，我们往往会用地面上的其他物体作标

准，判断我们的运动情况．以另一列车为参照物，我们自
己所乘列车是运动的；以地面为参照物，另一列车是运

动的，自己所乘列车是静止的．
想想议议（教材

!

"&

）

甲图中的人以身边的其他人为参照物是静止的，人

以地面为参照物是运动的；乙图中的战机以加油机为参

照物是静止的，战机以地面为参照物是运动的．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物品以火车头、车厢的座椅为参照物是静止的，物品
以路边的树木、房屋为参照物是运动的．
［解析］判断放在行李架上的物品相对于它们是否发

生了位置的改变．
２．Ｂ　［解析］山向船尾跑去了，是指山相对于船有了位
置的变化，所以把船作为了标准，即把船作为了参

照物．
３．运动员相对于屏幕是静止的，而跑道上静止的物体相
对于屏幕是运动的．

! # )$'(/45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议议（教材
!

"'

）

１．可以比较相同时间内通过路程的多少．
２．可以比较通过相同路程所用时间的长短．
３．可以比较小聪和小明１ｓ内跑过多少米来确定快慢．
想想议议（教材

!

("

）

甲图中的汽车在相同时间内通过相同的路程，速度

不变；乙图中的汽车在相同时间内通过的路程不相等，

速度是变化的．
想想议议（教材

!

((

）

“两地车程１小时”指驾车行驶从甲地到乙地需要
时间ｌ小时；“车程”指车（一般指汽车）行驶的路程．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能．单位路程所用的时间越长，表示运动越慢，单位路
程所用的时间越短，表示运动越快．

２．（１）当自行车刚好通过一个里程碑时开始计时；
（２）以基本不变的速度骑车向前，当经过第 ｎ个里程
碑时，记下自行车通过这段距离所用的时间ｔ；
（３）自行车通过的路程 ｓ＝（ｎ－１）×１ｋｍ＝（ｎ－
１）ｋｍ；

（４）代入速度计算公式 ｖ＝ｓｔ，即可估测出自行车的

速度．
３．ｓ１＝５０ｍ，ｔ１＝６ｓ，ｓ２＝５０ｍ，
ｔ２＝７ｓ，ｓ＝１００ｍ，ｔ＝ｔ１＋ｔ２＝１３ｓ．

前５０ｍ的平均速度：ｖ１＝
ｓ１
ｔ１
＝５０ｍ６ｓ≈８．３３ｍ／ｓ，

后５０ｍ的平均速度：ｖ２＝
ｓ２
ｔ２
＝５０ｍ７ｓ≈７．１４ｍ／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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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的平均速度：ｖ＝ｓｔ＝
１００ｍ
１３ｓ≈７．６９ｍ／ｓ．

４．（１）ｓ＝１３１８ｋｍ；

ｔ＝４ｈ５５ｍｉｎ＝４５５６０ｈ＝
２９５
６０ｈ，

ｖ＝ｓｔ＝
１３１８ｋｍ
２９５
６０ｈ

≈２６８．０７ｋｍ／ｈ．

（２）从北京南到济南西：

ｓ１＝４０６ｋｍ，ｔ１＝１ｈ３２ｍｉｎ＝１
３２
６０ｈ＝

２３
１５ｈ，

ｖ１＝
ｓ１
ｔ１
＝４０６ｋｍ２３
１５ｈ

≈２６４．７８ｋｍ／ｈ；

从济南西到南京南：

ｓ２＝１０２３ｋｍ－４０６ｋｍ＝６１７ｋｍ，

ｔ２＝１１：４６－９：３４＝２ｈ１２ｍｉｎ＝
１１
５ｈ，

ｖ２＝
ｓ２
ｔ２
＝６１７ｋｍ１１
５ｈ

≈２８０．４５ｋｍ／ｈ．

从南京南到上海虹桥：

ｓ３＝１３１８ｋｍ－１０２３ｋｍ＝２９５ｋｍ，

ｔ３＝１２：５５－１１：４８＝１ｈ７ｍｉｎ＝
６７
６０ｈ，

ｖ３＝
ｓ３
ｔ３
＝２９５ｋｍ６７
６０ｈ

≈２６４．１８ｋｍ／ｈ．

由于ｖ２＞ｖ１＞ｖ３，所以在济南西到南京南段运行最快，
在南京南到上海虹桥段运行最慢．

! $ )$01678+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刻度尺　停表　ｖ＝ｓｔ　［解析］由公式 ｖ＝
ｓ
ｔ可知，

要求平均速度需用刻度尺测出路程 ｓ，用停表测出时
间ｔ．

２．测量误差；小车做的是变速运动．
３．利用已知跑道的长度ｓ，用手表分别测出正常步行、竞

走、长跑时所用的时间ｔ，利用ｖ＝ｓｔ算出平均速度．

４．（１）步行：①步行的同学，可以用卷尺分段测出步行

１０步的总长度 ｓ；②算出１步的平均长度为 ｓ１０；③测

算出从家到学校的步数ｎ；④家到学校的路程为ｎｓ１０．

（２）骑自行车：①用卷尺测出自行车车轮的直径 Ｄ；
②算出自行车车轮的周长 πＤ；③在自行车轮上拴一
记号，测算出从家到学校的圈数 ｎ；④家到学校的路
程为ｎπ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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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在桌面上撒些沙子，敲击桌面，使桌子发声，观察沙子

会跳动，我们就知道桌面在振动了．
［解析］发声的物体在振动，有些振动我们用肉眼看

不出来，可采用转化法，转化为其他物体的振动，从而

判定出振动发出声音．
２．（１）同种物质，温度越高，声音传播速度越大；
（２）绝大多数固体传声比液体快，液体传声比气体快．
［解析］空气在０℃时，声速为３３１ｍ／ｓ，在１５℃时声
速为３４０ｍ／ｓ，所以温度越高，声音传播速度越大．

３．两次敲打声．因铁管和空气传声的速度不同，铁管传
声速度比空气大，则第一次听到的声音是由铁管传来

的，第二次听到的声音是由空气传来的．
４．在室内声音碰到四周墙壁被反射回来加强了原声；在
旷野中声音向四周传播，所以声音不响亮．
［解析］在室内讲话，原声和回声混合在一起使原声

加强，而在旷野中，无回声产生，声音向四周传播．
５．２５５ｍ　［解析］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３４０ｍ／ｓ，
声音从人传到山崖后反射回来的总时间为１．５ｓ，声

音从人传到山崖所需时间为 ｔ＝１．５２ ｓ，利用 ｓ＝ｖｔ

求出．
! " )$:=/CD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请同学仔细地研究教材第３６页“科学世界”中的知
识，只要能将平时见到的（不局限于家中的）乐器中

的一种，做出科学解释就可以，不管哪一种乐器，一定

是频率影响音调，振幅影响响度．
２．频率是指物体在每秒内振动的次数，所以此昆虫的振
翅频率为３５０Ｈｚ．由于人耳的听觉频率范围是２０Ｈｚ～
２００００Ｈｚ，所以，此昆虫振翅发出的声音人类能
听到．

３．“女高音”“男低音”中的“高”“低”指音调，“引吭高
歌”“低声细语”中的“高”“低”指响度．
［解析］音调指声音的高低，音调高的声音一般比较

尖、细；响度指声音的大小，响度大的声音一般比较

响亮．
４．此题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具体
制作的乐器可能大部分的音调不是很准确，但重在参

与，只要能“演奏”出不同的音调就应认为是成功的．
对于教材的“水瓶琴”的音调问题，通过实际的实验，

自己总结．
! # )$:/EF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议议（教材
!

#&

）

鸟儿会利用声音向同类示警，吼猴用声音吓退敌

人，蝙蝠利用超声波捕捉食物．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１）、（２）、（３）是利用声传递信息，（４）是利用声传递
能量．
［解析］超声波排除结石是利用超声波的能量使结石

"



!

"

#

$

%

&

破碎，再排出体外．
２．３０００ｍ．　［解析］此题利用回声定位原理．已知超声
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是４ｓ，可以求出海底的深度．

ｓ＝１２ｖｔ＝
１
２×１５００ｍ／ｓ×４ｓ＝３０００ｍ．

３．提示：可以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声的利用”查出资料．
! $ )$G:/HI,JK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做做（教材
!

))

）

报纸和海绵都能减弱声音的传播，相对而言，海绵

效果更好．启示是：不同的材料对噪声的控制是不同的，
越稀疏松软的材料对噪声的控制效果越好．生活中防噪
声实例：飞机场附近居民安装双层玻璃；公路两旁植树，

安装隔声板等．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应从控制噪声的三条途径来考虑．这个活动的目的是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社会实践的兴趣，在活动

中初步学会开展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包括观察、交

谈、记录等．
２．有效的是：（３），无效或不合理的是（１）、（２）、（４）．理
由是：（１）中老师讲话声音大一些，可以提高响度，但
不合理；（２）中每个学生都戴一个防噪声耳罩，听不
到老师讲课；（４）中安装噪声监测装置能测出噪声强
度，但无法减弱噪声．

３．有变化，在噪声过大的环境里，脉搏跳动会加快．
４．本题目的要求是写科学作文，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对
残疾人爱心的培养，建议读一些关于听力障碍人士的

作文、报道及纪实，不仅要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写科学

作文，更要深入地了解一下残疾（耳聋）人的生活现

状，增加对社会的责任感．

!L#$M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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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做做（教材
!

)%

）

当小瓶放入热水中时，细管内的水柱上升，当小瓶

放入冷水中时，水柱下降．自制温度计的测温原理是：根
据水的热胀冷缩．用小瓶的目的是减小水的质量以便于
水迅速受热或降温，使用细管的目的是便于更直观地观

察水柱的升降情况，要测温度可让小瓶与被测物体充分

接触，从液柱的升降情况判断温度的高低．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甲：７．５℃　乙：９℃　丙：１８℃　丁：－４℃
［解析］准确读出各支温度计的读数，首先应确定每

支温度计的分度值．读数时注意视线要与液柱的上表
面相平，负值时要注意从０℃以下读数．

２．提示：此题是一道实际操作题．可先分别读出一天当
中不同时刻教室内的温度，描出时间—温度变化曲

线；然后比较阴天和晴天的温度变化，得出规律．

３．双金属温度计的感温元件通常是由两种膨胀系数不
同，彼此又牢固结合的金属制成平螺旋形或直螺旋形

的结构．感温元件一端固定，另一端连接指针轴．当被
测物体温度变化时，两种金属由于膨胀系数不同，使

螺旋管曲率发生变化，通过指针轴带动指针偏转，直

接显示温度示数．草图略．
４．能，Ｔ＝ｔ＋２７３．１５Ｋ．　［解析］温度有多种表示方法，
一种是我们学习的摄氏温度，一种是没有学的热力学

温度．热力学温度的单位是开尔文，简称“开”，符号
是“Ｋ”．热力学温度用 Ｔ表示，和摄氏温度的关系是
Ｔ＝ｔ＋２７３．１５Ｋ．

! " )$RP,ST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议议（教材
!

*$

）

１．ＥＦ段表示温度下降，放热，物质处于液态；ＦＧ段表示
凝固过程，温度不变，放热，物质处于固液共存状态；

ＧＨ段表示温度下降，放热，物质处于固态．
２．黑龙江省北部最低气温曾经达到 －５２．３℃，不能使
用水银温度计，因为水银的凝固点是 －３９℃，
－５２．３℃时的水银已经是固态了，不能测出气温．应
该选用酒精温度计，因为酒精的凝固点是－１１７℃．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冰能致冷可以防止饭菜变馊，由于冰熔化时吸收热
量，使其周围的空气温度降低，冷空气比热空气重，要

往下沉，所以冰块应该放在饭菜的上面．春天冰雪熔
化气温较低，常会使人感冒，因此春天要多穿衣服来

保暖；炼钢炉旁，钢水凝固成钢锭放出大量热量使炉

子周围温度很高，因此炼钢时工人要戴面罩和手套并

远离炼钢炉．
２．如果记录温度的时间间隔过长，有可能记录不到晶体
熔化时温度不变的过程，得不到晶体熔化过程中吸

热、温度不变的特点．
３．因为该物质在熔化过程中温度保持不变，有确定的熔
化温度，所以该物质是晶体；从图象中可知它的熔点

是８０℃；从开始熔化到熔化结束大约持续了１５ｍｉｎ．
４．提出猜想：加入酒精后，水的凝固点降低了．举例略．
! # )$UP,VP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做做（教材
!

*&

）

塑料袋由瘪变膨胀起来，说明几滴酒精在密闭的塑

料袋里受热由液态变成气态，由于气态物质要比同质量

的液态物质体积大，则出现了如教材图３．３－１丙所示
的现象．如果把滴有酒精的塑料袋从热水中拿出来，过
一会儿发现塑料袋的体积变小，又瘪了，说明塑料袋里

面的酒精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
想想做做（教材

!

$+

）

水的沸点是１００℃（在标准大气压下），而纸的着
火点为１８３℃，当水沸腾时，需要从外界不断吸收热量，
使与水接触的纸的温度始终保持在１００℃，从而达不到
纸的着火点．因此，纸锅不会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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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做做（教材
!

$+

）

１．把酒精擦在手背上，手背会感觉特别凉，是因为酒精
蒸发吸热．

２．把酒精涂在温度计的玻璃泡上，用扇子扇，温度计示
数会降低，因为酒精蒸发吸热，使玻璃泡的温度降低；

如果温度计上不涂酒精，用扇子扇，温度计的示数不

会变化．
,-,

（教材
!

$(

）

不会破坏臭氧层．因为它的制冷剂不是氟利昂，“能
效等级”的意思是能效１级表示产品达到国际水平，最
省电，２级次之，依此类推．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因为纱布能沿着自身的纤维结构将盆内的水吸上来，
随着水的蒸发，周围的温度就会降低，饭菜就不容易

变质了．
２．不能．金属块变湿是因为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形
成小水珠，擦掉后还会有水蒸气液化形成小水珠附着

在金属块上．
［解析］被冰箱冷冻的金属块温度很低，当周围空气

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的金属块时放热液化成小水珠附

着在金属块上；擦掉后，因金属块温度仍很低还会有

水蒸气液化成小水珠附着在上面，直到金属块的温度

和空气温度相同后，就不会再出现此现象了．
３．吐鲁番坎儿井是利用地下水道引水，不仅减少了水的
渗漏，而且减少了水在输送过程中的蒸发．（１）由明
渠改为地下水道，避免了太阳的直射，降低了水的温

度，减少了水的蒸发；（２）水表面空气的流动速度减
慢，减少了水的蒸发．

! $ )$WX,SX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议议（教材
!

$*

）

教材图３．４－２可理解为如下图所示，比较直观．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樟脑丸是因为升华而变小了．
［解析］樟脑丸由固体直接变成气体，所以是升华现象．

２．空气中的水蒸气凝华成霜附着在冻肉上，使肉重量增加．
［解析］由于空气中水蒸气凝华，冻肉出冷库后有霜

附着在肉上，所以出冷库后其重量稍有增加．
３．二氧化碳气体被加压、降温变为固体属于凝华，干冰
在常温下迅速变为气体属于升华；水蒸气遇冷凝结成

水滴或小冰晶，属于液化或凝华．
４．美丽的树挂，霜都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凝华形成的．形
成霜的条件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零摄氏度以下的

物体，直接凝华为固态的冰附着在物体上．
５．节水的方法很多，可以一水多用；洗手时也可以减小
水的流量，避免流走的水过多；还要注意不用水时关

紧水龙头，避免长期滴水而浪费水．

!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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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科学世界（教材
!

%"

）

１．光年是一个长度单位，１光年表示光在一年内通过的
距离．１光年＝３６５×２４×６０×６０ｓ×３．０×１０５ｋｍ／ｓ＝
９．４６０８×１０１２ｋｍ．

２．牛郎星和织女星的距离是１６光年，即１６×９．４６０８×
１０１２ｋｍ＝１．５１３７２８×１０１４ｋｍ．
３．宇宙距离长、体积大、时间久，用来计量宇宙的数据及
单位都非常巨大，故形容一个数字很大很大时常说这

是个“天文数字”．
人们常用“天文数字”来形容特别大的数字，这是因

为在度量天文距离时，数字常常很大，若用米作为单

位，要写上满满一张纸．在这种情况下，光能帮我们的
忙．光的传播速度极大，约为每秒钟３０万千米．利用
光的这个特点，天文学家确定了“光年”这个天文学

的长度计量单位．有了光年这个大单位，研究天文现
象就方便多了．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如右图所示．因为蛙坐在井底，且光
沿直线传播时受到井壁的阻碍，所以

蛙能看到的范围较小．
２．在光沿直线传播途中，遇到不透明的
手后，由于光不能透过而形成影子．
［解析］因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且光不能穿过不透

明的手，所以在手的另一侧就会有一个光照射不到的

区域，这就是影子．
３．射击瞄准、站队、小孔成像等．
４．太阳到地球的距离
ｓ＝ｖ１ｔ１＝３×１０

８ｍ／ｓ×４８０ｓ＝１．４４×１０１１ｍ．
赛车跑完这段路程的时间

ｔ２＝
ｓ
ｖ２
＝１．４４×１０

１１ｍ
５００ｋｍ／ｈ ＝１．４４×１０

８ｋｍ
５００ｋｍ／ｈ ＝２．８８×１０５ｈ．

! " )$Z/]^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议议（教材
!

%*

）

黑板用久了，会出现“反光”现象，就是因为黑板发

生了镜面反射，使某些方向反射光线较强，从而看不见

黑板上的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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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办法：一是人移动位置，改变看黑板的方向；

二是使黑板变粗糙防止发生镜面反射．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６０°；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１）

　　　　　

（２）
第１题图

［解析］根据已知条件入射光线与反射面成３０°角，则
入射角为９０°－３０°＝６０°，从光的反射定律可知反射
角等于入射角，所以反射角等于６０°．如果光垂直射
到平面镜上，反射光线按原路返回，反射角等于入射

角，所以反射角也等于０°．
２．如图所示．　［解析］自行车尾灯由红色塑料制成，外
表面是平面，在此塑料平面的背面上有许许多多凸起

的直角锥棱镜，相当于两个互相垂直的平面镜，这种

特殊的设计能使夜间汽车灯光照在它上面时，无论入

射光线方向如何改变，反射光线都能返回，像发光的

红灯，保证了行车安全．

第２题图

　　　　

第３题图
３．如图所示．　［解析］竖直射入井中，所以需要先画出
反射光线，再作入射光线与反射光线夹角的平分线，

也就是法线．平面镜与法线垂直，便可作出镜面位置，
由图可看出∠ＦＯＢ＝９０°，∠ＡＯＦ＝３０°，故∠ＡＯＢ＝
∠ＡＯＦ＋∠ＦＯＢ＝３０°＋９０°＝１２０°，ＥＯ平分∠ＡＯＢ，
故∠ＥＯＢ＝６０°．

４．迎着月光走，由于月光在水面处发生镜面反射，会有
很多光线射入眼睛，所以发亮处是水；背着月光走，水

面几乎没有光线射入人眼，所以发暗的是水，而地面

发生漫反射，有光线进入人眼，反而比水面处更亮．
５．３．７９５×１０５ｋｍ　［解析］激光测距仪是通过发射激光
后接收反射回来的激光束来测距离的．如测月球和地
球之间的距离时，首先测出从地球激光测距仪发射的

激光束射到月球后，经多长时间返回地球，根据公式

ｖ＝ｓｔ即可求出．

ｓ＝ｖｔ＝３×１０８ｍ／ｓ×２．５３２ ｓ＝３．７９５×１０８ｍ＝３．７９５×

１０５ｋｍ．

! # )$6_`ab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２ｍ；３ｍ；大小不会改变．　［解析］根据平面镜成像
的特点，像到镜面的距离与人到镜面的距离相等，即

镜中的像与人的距离为人与镜面的距离的２倍．平面
镜成像时像与物大小相等，物的大小不变，所以像的

大小也不变．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　［解析］根据平面镜成
像的特点作出小丑的帽子在平面镜

中的像．由于平面镜成像是等大的、
对称的，可沿镜面对折，在纸的另一

侧描出像来．
３．如图所示．
４．视力表在镜中的像与被测者的距离为：２．３ｍ＋
（２．３－０．４）ｍ＝４．２ｍ．采用此种方法可以在较小的
空间内完成视力检测工作，能够节省空间．

第３题图

　　　　

第４题图
５．水平射出；光路图如图所示．
! $ )$Z/c^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议议（教材
!

&#

）

茶碗中没有水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碗边挡住了

硬币射向人眼的光线，所以看不见硬币．当慢慢往茶碗
中倒水时，由于光在水面发生折射，人眼逆着折射光线

看到一枚比原来硬币升高了的虚像．如下图所示．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丙　［解析］根据光的折射特点，当光从空气中斜射
到玻璃中时，折射光线向法线方向偏折，折射角小于

入射角，故丙图正确．

第２题图

２．如图所示．　［解析］当一束光斜射
向玻璃砖时，在玻璃砖表面上光要

发生折射，折射光线射到玻璃砖的

另一个表面再次发生折射；当光从

空气斜射入玻璃时，折射角小于入

射角；当光从玻璃斜射入空气中时，

折射角大于光在玻璃中的入射角，

且空气中的两光线平行，如图所示．
３．云在水中飘是平面镜成像，鱼在云上游实际上是光的
折射形成的升高了的鱼的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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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水面作为镜面发生反射，形成了云的虚像，鱼

射向人眼的光线在水面处发生折射，形成升高了的鱼

的虚像．
４．由于光的折射光斑向右移动．
［解析］光线斜射到水面上时，会发生折射，当光由空

气斜射入水中时，折射角小于入射角．当逐渐往杯中
加水时，入射点将向右移动，根据光的折射特点可知，

光斑会向右移动．
! % )$Z/de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做做（教材
!

&*

）

将平面镜斜放后，水便成为一个三棱镜，太阳光经

水三棱镜后被分解成七种色彩的光照射到墙壁或白

纸上．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白光区域三种颜色同样亮，其他颜色区域三者亮度
不同．

２．

３．（１）应用红外线的有遥控器；工业上常用红外线来加
热和烘烤物品，例如用红外线烘干汽车表面的喷漆；

家庭中用红外线烤箱烘烤食品；现在浴室中常用的

“浴霸”就是利用红外线；还有比较先进的红外线遥

感技术等．
（２）紫外线的主要特征是化学作用强，很容易使照相
底片感光；紫外线的生理作用很强，能杀菌．医院里常
用紫外线对病房和手术室进行消毒，也可以用紫外线

对饮用水进行消毒．太阳光里有很多紫外线，人体受
适量的紫外线照射，能增进身体健康，但过强的紫外

线照射会伤害人的眼睛和皮肤．因此，电焊工人在工
作时必须穿好工作服，戴好防护面罩．夏天户外活动
注意防晒，防晒霜应每隔几个小时涂抹一次，防护最

好的措施是用防晒伞和少裸露皮肤．

!f#$g`hi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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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做做（教材
!

'(

）

取一个凸透镜正对着太阳光，再把纸片放在它的另

一侧，来回移动纸片，可以得到一个最亮、最小的光斑．
用刻度尺测出光斑到透镜光心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此

凸透镜的焦距ｆ．
在测定凸透镜的焦距时，由于用刻度尺不便于直接

测量焦点到透镜光心的距离，可借助圆规来测量焦距．
具体方法是：先把圆规的金属笔尖的脚放在焦点上，再

把圆规的另一只带有铅笔的脚接触到凸透镜的中心（近

似认为是凸透镜的光心），如下图所示，最后把圆规放在

刻度尺上，用刻度尺测量这两点间的距离，这个长度就

是待测凸透镜的焦距；测量时要注意使入射光线平行于

凸透镜的主光轴．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如图所示．

第１题图
从甲、乙两图可以看出，甲图中凸透镜使光偏折得更

显著一些．
２．应把小灯泡放在凸透镜的焦点上，小灯泡发出的光经
过凸透镜折射后就可以变成平行光．这里利用了前面
学过的光路的可逆性．

３．甲图．
４．如图所示．

第４题图
［解析］凹透镜对光线起发散作用．

! " )$?kl/g`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做做（教材
!

')

）

我们看到的像与物比较，是倒立的．（为什么呢？下
一节学习凸透镜成像的规律后我们就会明白．）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倒立．
２．缩小　倒　实　放大　倒　实　放大　正　虚
［解析］凸透镜应用在照相机中时将成倒立、缩小的

实像；凸透镜应用在投影仪、幻灯机中时将成倒立、放

大的实像；凸透镜用来做放大镜时成正立、放大的

虚像．
３．手持凸透镜在窗户和室内的白墙之间移动（离墙近
些），移到某个位置时，窗户外的景物能在墙上形成一

个清晰的倒立缩小的实像．这个现象启发我们，阴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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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凸透镜成实像的特点估测凸透镜的焦距，为

了更准确测量出焦距，应使墙上的倒立缩小的像最清

晰，然后测出透镜中心到墙壁的距离即为焦距（测距

离可借助于圆规）．
４．照相机要想使像大一些，人应靠近镜头，同时底片远
离镜头．投影仪或幻灯机要想使像大一些，幻灯片应
靠近镜头，同时屏幕与镜头的距离要增大．

! # )$mg`ab/no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实验”中的问题
.!

'%

/

分析与论证

１．像的虚实：当物体与凸透镜的距离大于焦距时成实
像，小于焦距时成虚像（即一倍焦距是实像和虚像的

分界点，可简记为“一焦分虚实”）．
２．像的大小：当物体在二倍焦距以外时成缩小的实像，
物体在一倍焦距和二倍焦距之间时成放大的实像（即

二倍焦距是成实像放大和缩小的分界点，可简记为

“二焦分大小”）．凸透镜不能成缩小的虚像．
３．像的正倒：凸透镜所成的实像都是倒立的，虚像都是
正立的（这也是凸透镜成实像和虚像的一个区别）．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照相机应用“当ｕ＞２ｆ时，成倒立、缩小的实像”；投影
仪应用“当ｆ＜ｕ＜２ｆ时，成倒立、放大的实像”；放大
镜应用“当ｕ＜ｆ时，成正立、放大的虚像”．

２．玻璃瓶装满水后相当于一个柱面透镜，当铅笔由靠近
玻璃瓶的位置向远处慢慢移动时，透过玻璃瓶会看到

笔尖逐渐变长，到某一位置时，铅笔尖突然改变方向．
用凸透镜做实验，当铅笔由靠近凸透镜（所用凸透镜

焦距要比较短）的位置向远处慢慢移动时，透过凸透

镜会看到铅笔逐渐变大，而形状保持不变，到某一位

置时，铅笔尖也会突然改变方向，这是由于铅笔从凸

透镜的焦点以内经过焦点移到焦点以外时，铅笔通过

凸透镜所成的像由放大、正立的虚像变为倒立的实像．
３．“傻瓜相机”也有光圈和快门，只不过它们都安装在
机身里面，其内部增加了一些电子、机械设备，可以根

据光线的明暗程度自动调整光圈、快门，不需要人工

调节，它能自动聚焦，不需要手动调焦．
４．左侧　［解析］要成倒立、缩小的实像，像距在１倍到２
倍焦距之间，所以凸透镜乙与屏的距离应小于２０ｃｍ．

５．仍然成完整的物体的像，像变暗，不会出现指尖的像，
也不会出现指尖的影子．
［解析］指尖挡住了部分光线，所以像的亮度变暗了．

６．拍摄不到全景，说明成像太大，根据物远像近像变小
的原理，小丽需要后退，即远离天安门城楼拍摄即可．

! $ )$pq,p`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１）每工作１～２小时就要休息１５分钟，闭目或远眺，

让眼睛充分放松．
（２）看电脑时增加眨眼次数以湿润眼球，每分钟眨眼
的次数应在１５～２０次．
（３）电脑操作应保持６０ｃｍ以上的距离，视线向下约
３０度，勿连续操作．
２．前　凹　深　［解析］近视眼是因为晶状体太厚，会
聚能力太强，成像在视网膜的前方．

３．近视眼镜片中间薄、边缘厚，是凹透镜；远视眼镜片中
间厚、边缘薄，是凸透镜．度数深的眼镜片弯曲的程度
较大，度数浅的眼镜片相对较平．将一副老花眼镜的
两个镜片正对着太阳光，分别测出它们的焦距，判断

镜片度数是否相同．理由：度数越深的镜片，焦距
越短．

４．（１）发散　凹　前方　（２）远视
［解析］近视眼是因为晶状体会聚能力太强，成像在

视网膜的前方，远视眼是因为晶状体会聚能力太弱，

成像在视网膜的后方．
! % )$rs`,tu`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做做（教材
!

"+)

）

把放大倍数较大（焦距较短）的凸透镜放在靠近眼

睛的位置时，远处物体看上去变小了；两个放大镜位置

对调以后，远处物体看上去变大了．为了使远处的物体
看得更清楚，要用两个焦距不同的放大镜．建议有望远
镜的同学分别从前后观察一下，以加深自己的印象．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本题是一道实际操作性探究实验题，水滴相当于一个
凸透镜，它对小物体能起到一次放大的作用，在水滴

上方再放一个凸透镜，则对小物体又一次放大．当放
大镜与水滴之间的距离调节适当时，共同作用相当于

简易的显微镜，这样就能看清玻璃板下的微小物

体了．
２．参考知识点４探索宇宙．

!v#$w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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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做做（教材
!

"""

）

１．这个物体在形状变化前后的质量不变．
２．两次称量的结果相同．
通过以上两个实验，得出质量是物体的一种属性，它

与物体的形状、状态、位置等无关．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质量不会改变，因为质量是物体的一种属性，它不随
物体的形状、状态、位置的改变而改变．

２．测量步骤：（１）首先把天平放在水平台面上，把游码
移到标尺左端的零刻线处，调节天平平衡；（２）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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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个大头针放在天平的左盘，用镊子向右盘里加减
砝码，并适当调节游码在标尺上的位置，使天平平衡，

读出砝码的总质量加上游码在标尺上所对的刻度值，

就是１００个大头针的总质量ｍ总；（３）用１００个大头针
的总质量ｍ总 除以１００，就得到１个大头针的质量ｍ．

３．Ａ　［解析］冰熔化成水，虽然状态改变了，但所含物
质的多少没变，所以质量不变．

４．１７１．６ｇ　［解析］金属质量等于砝码质量加上游码所
对的刻度值．游码的分度值为０．２ｇ，游码所对的刻度
值为１．６ｇ．

５．用案秤称量物体质量时，人们在秤盘里放物体，因此
秤盘相当于天平的左盘；在砝码盘里加减槽码，因此

砝码盘相当于天平的右盘；槽码相当于天平的砝码；

游码起微调作用，相当于天平的游码；当秤杆处于水

平时横梁就平衡了；调零螺丝相当于天平的平衡螺

母；把游码调到零刻线处，并调整调零螺丝，就可以使

横梁平衡．
! " )$x+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澡盆的容积 Ｖ＝ｌ１ｌ２ｌ３＝１．２ｍ×０．５ｍ×０．３ｍ＝
０．１８ｍ３，
所以水的体积为Ｖ水 ＝Ｖ＝０．１８ｍ

３．
澡盆最多能装水的质量为 ｍ水 ＝ρ水 Ｖ水 ＝１．０×
１０３ｋｇ／ｍ３×０．１８ｍ３＝１８０ｋｇ．
所以，最多能装１８０ｋｇ的水．
［解析］根据ｍ＝ρＶ可知，要求出水的质量，首先要求
出水的体积，即澡盆的容积．

２．提示：用刻度尺测量教室的长、宽、高，运用公式ｍ＝ρＶ
计算室内空气的质量．（空气的密度约为１．２９ｋｇ／ｍ３）

３．提示：先用体重秤测量自己身体的质量，再根据公式

Ｖ＝ｍ
ρ
计算出自己身体的体积（ρ＝１．０×１０３ｋｇ／ｍ３）．

４．最多装水的质量为 ｍ水 ＝ρ水 Ｖ＝１．０×１０
３ｋｇ／ｍ３×

２．５×１０－３ｍ３＝２．５ｋｇ，
最多装植物油的质量为 ｍ植物油 ＝ρ植物油Ｖ＝０．９×
１０３ｋｇ／ｍ３×２．５×１０－３ｍ３＝２．２５ｋｇ．
所以，最多装水２．５ｋｇ，最多装植物油２．２５ｋｇ．

［解析］根据密度公式ρ＝ｍＶ的变形式ｍ＝ρＶ，就可求

出该塑料瓶最多装水和植物油的质量．
５．能，４００ｍ．　［解析］已知铜的密度为８．９×１０３ｋｇ／ｍ３，由

密度公式ρ＝ｍＶ得Ｖ＝
ｍ
ρ
＝Ｓｌ，即铜线的长度ｌ＝ ｍ

ρ·Ｓ
＝

８９ｋｇ
８．９×１０３ｋｇ／ｍ３×２．５×１０－５ｍ２

＝４００ｍ．

! # )$01Mw/x+

［教材课上思考答案］

想想做做（教材
!

""%

）

１．这个量筒是以毫升单位标度的．

２．量筒的最大测量值是１００ｍＬ．
３．量筒的分度值是１ｍＬ．
４．图中甲图读数准确，乙图为俯视，会导致测量值偏大，
丙图为仰视，会导致测量值偏小．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能．方法为：用天平测出铝箔的质量ｍ，用刻度尺测出
铝箔的长和宽，算出铝箔的表面积 Ｓ．查出铝的密度

ρ，再利用密度公式 ρ＝ｍＶ可求出铝箔的厚度为 ｈ＝

ｍ
ρ·Ｓ

．

２．２６０车　［解析］建筑工地需用沙石的质量 ｍ沙 ＝
ρ沙 Ｖ沙 ＝２．６×１０

３ｋｇ／ｍ３×４００ｍ３＝１．０４×１０６ｋｇ＝

１．０４×１０３ ｔ，则需运送 ｎ＝
ｍ沙
ｍ载

＝１．０４×１０
３ｔ

４ｔ ＝

２６０（车）．
３．３．９３×１０１１ｔ　［解析］水库的蓄水量为 ｍ＝ρＶ＝
１．０×１０３ｋｇ／ｍ３×３．９３×１０１１ｍ３＝３．９３×１０１４ｋｇ＝
３．９３×１０１１ｔ．
４．３９　５　７．８　７．８×１０３　［解析］金属块质量等于砝
码质量加上游码所对刻度值即３５ｇ＋４ｇ＝３９ｇ，量筒
中水的体积为 ２５ｃｍ３，放入金属块后总体积为

３０ｃｍ３，则金属块体积为５ｃｍ３，金属块密度为ρ＝ｍＶ＝

３９ｇ
５ｃｍ３

＝７．８ｇ／ｃｍ３＝７．８×１０３ｋｇ／ｍ３．

! $ )$x+@yz?k

［教材课后习题解答］

动手动脑学物理

１．本题具有开放性．一枚硬币的质量和体积很难测量，
可以采用“累积法”测量，先测量出１０枚同种硬币的

质量和体积，再利用密度公式 ρ＝ｍＶ进行计算．同学

们不妨自己动手做一做，根据实验测得 ｌ角、５角、
１元硬币的密度判断它们所用的金属是否相同．
２．质量是０．９ｇ，体积是０．９ｃｍ３．　［解析］查密度表可
得冰的密度ρ冰 ＝０．９×１０

３ｋｇ／ｍ３＝０．９ｇ／ｃｍ３，冰的质
量ｍ冰 ＝ρ冰 Ｖ冰 ＝０．９ｇ／ｃｍ

３×１ｃｍ３＝０．９ｇ；同种物
质状态变化时质量不变，所以冰熔化成水后质量不

变，ｍ水 ＝ｍ冰 ＝０．９ｇ，Ｖ水 ＝
ｍ水
ρ水
＝ ０．９ｇ
１．０ｇ／ｃｍ３

＝

０．９ｃｍ３．
３．把暖气安装在窗户的下面，使窗户下面的空气受热体
积膨胀，密度变小会上升，远离窗户下面的温度低、密

度大的空气会补充，这样可以使房间内的空气对流，

使不同位置的空气温度基本一致，取暖效果好．
［解析］温度高的空气密度变小会上升，温度低、密度

大的空气来补充，利用这种冷热空气的对流，使空气

的温度相差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