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风向标——跨学科融合





跨学科1 物理与文学、 历史
1． 中华古诗文蕴含着丰富的物理知识。 下列对古诗文中涉

及的物态变化分析正确的是(A)

A. “

蜡烛有心还惜别， 替人垂泪到天明。
”

蜡烛
“

流泪
”

是熔化现象

B. “

年年端午风兼雨， 似为屈原陈昔冤。
”

雨的形成是汽

化现象

c. “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

霜的形成是凝

固现象

D. “腾蛇乘雾， 终为土灰。
”

雾的形成是升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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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景颇族的祖先曾发明 一种活塞式点火器， 如图所示。 以

牛角作套筒， 木质推杆前端粘附艾绒。 取火时， 一手握住套

筒， 另 一手猛推推杆， 艾绒即燃， 随即将杆拔出， 口吹立见

火苗。 手推杆入筒的过程中， 筒内密封气体的(D)

A． 分子动能减小

B． 密度不变

c． 分子数增加

D． 内能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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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早在两千多年前， 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就在《墨经》中

论述了小孔成像等光学现象， 下列光现象与小孔成像原理相

同的是(A)

A．地面的人影 B．水中的倒影 C.空中的彩虹 D．放大的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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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列诗句中有关光现象的说法正确的是(A)

A. “瀑水喷成虹
”

， 彩虹是光的色散形成的

B. “潭清疑水浅
＂

， 水浅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

c. “绿树阴浓夏日长
”

， 树荫是光的反射形成的

D. “楼台倒影入池塘
＂

， 楼台倒影是光的折射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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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有关中国古代文明中涉及的物理知识， 说法正确的

是(C)

A．大小不同的编钟

发声，音调相同

B．钻木取火时木头

内能不变

、`

C岔，L
}

/

乡

C．小孔成像是光的

直线传播现象

D．使用雏护提水

可以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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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 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

瑰宝， 有的优美词句还与我们物理知识有着联系。 下列词句

与对应的物理知识叙述正确的是(C)

A. “清寒小雪前
”

， 雪的温度很低， 它的内能为零

B. “沙暖睡鸳鸯
＂

， 与水相比沙的比热容大些

c.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

， 霜实际是固态， 由水蒸

气凝华形成的

D. “大地阳和暖气生
”

， 大地内能的增加是太阳通过做功

方式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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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侯乙编钟包含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 钟的大小决定了

声音的(B)

A. 响度

B． 音调

c． 音色

D． 传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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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古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对下列古诗词中蕴含的物理

知识， 解释正确的是(B)

A. “

举杯邀明月
”

中的
“

明月
”

是光源

B. 
“

起舞弄清影
”

中的
“

影
”

是光的直线传播形成的

c. 
“

拘水月在手
”

中的
“

月在手
”

是光的折射现象

D. 
“

疏影横斜水清浅
“

中的
“

水清浅
”

是光的反射现象

1 上
＝

页＿l芒页 I



9． 如图所示为西汉时期的熊足青铜鼎。 考古学家打造了 一

个仿制品进行实验：鼎内装较多水、 盖上向外凸起的鼎盖、

闭合锁扣， 鼎下堆放干柴燃烧， 当鼎外为1标准大气压时，

鼎内的水在120°C沸腾， 因此该鼎被誉为
“

古代高压锅
”

。

下列事实中， 不能导致
“

鼎内的水在120 °C沸腾
＂

的是

A. 鼎盖厚实， 自重较大

B． 鼎盖与鼎体结合处平整， 密封性好

C. 锁扣给鼎盖施加向下的压力

D． 鼎内所装水的质量较大

锁扣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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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图的青铜冰鉴是我国战国时代发明的
“

原始冰箱
”

。

冰鉴是一件双层的器皿， 鉴内有一伍。 夏季， 鉴伍之间装冰

块， 伍内装食物， 就可起到降温的作用；冬季， 鉴伍之间装

热水， 还可起到保温作用。 下列有关说法错误的是(B)

A. 冰熔化时吸收热量， 起到降温的作用

B. 冰在熔化时温度
均伍内放食物

不变， 内能不变

c． 利用水来保温，

是因为水的比热容大 仁

D． 青铜冰鉴是通过热传递的方式改变食物的内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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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吕氏春秋察今篇》记载了刻舟求剑的故事， 当中有这

样的文句： “舟己行矣， 而剑不行， 求剑若此， 不亦惑乎！
”

文中对舟和剑运动状态的描述， 可选择的共同参照物是

( I) 

A. 舟中人 B. 舟

C. 剑 D． 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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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明代学者宋应星著有《天工开物》， 如图所示， 是书中

描绘古代劳动人民用桔棒汲水的场景， 桔棒属千杠杆（选

填 “ 杠杆 ” “ 滑轮 ” 或 “ 轮轴 ” )， 使用时， 机械效率

，，－三＿1（选填 “ > ” “ < ” 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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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康熙几暇格物编·蒙气》中记载： “置钱碗底， 远视若

无， 及盛满水时， 则钱随水光而显见矣。 ” 这描述的是光的

折射（选填 “ 反射 ” 或 “ 折射 ” )现象。 当看到钱在水中的

像时， 像的位置比物体的实际位置——高选填 “ 高 ” 或
“ 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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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中医的理疗方式中蕴含了许

多物理知识， 如
“

拔火罐
”

时玻璃罐能被吸附在皮肤上利用

了大气压（强） ； “ 艾炎 ” 时通过热传递（选填
“

做功
”

或
“

热传递
＂

）的方式改变了穴位处的内能。

,. -~ 

（ 
－它已．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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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2 物理与生物、 化学

1. (2024·四川泸州）蒸馆法在酿酒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如图所示为

蒸馆过程中的原理图， 烧瓶内装有含酒精和水的酒糟， 在蒸馆的过

程中， 涉及的物理知识说法正确的是(C)

A． 在烧瓶内， 酒精沸腾， 瓶中的酒

精升华需要吸热

B． 在烧瓶内， 仅酒精沸腾， 瓶中的

水不会发生汽化

c ． 在冷凝器处， 管内酒精蒸汽遇冷

液化， 需要放热

D． 在冷凝器处， 管外的冷却水吸收热量， 内能不变

冷凝器

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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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山东烟台）骨骼、肌肉和关节等构成了人体的运动

系统， 人体中最基本的运动大多是由肌肉牵引骨骼绕关节转

动产生的。 下列关千人体中的杠杆， 说法正确的是(D)

A． 图甲：手托重物时， 可视为省力杠杆

B． 图甲：手托重物时， 胧二头肌对前臂的牵引力是阻力

c． 图乙：踞脚时， 可视为费力

杠杆

D． 图乙：向上踞脚的过程中，

胖肠肌对足部骨骼的牵引力是 F2 

动力

脯肠肌

肘关节

-了一



3. (2024河北）下列物质在生活中的用途体现其化学性质的

是(C)

A． 盐水用千选种

B． 活性炭用千冰箱除味

C. 氢氧化铝用千治疗胃酸过多

D． 水银用作体温计的测温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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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适应生存环境， 许多动物的身体部位进化出了不同

的功能。 对此， 从物理学角度解释不正确的是(C)

A. 蚊子尖尖的口器可以轻松插入皮肤吸吮血液， 是通过减

小受力面积来增大压强的

B. 乌贼遇到危险时墨囊会喷出墨汁， 借助墨汁的反冲推力

迅速逃生

C. 鸟类有时不用拍打翅膀也能翱翔天空是应用了流速大压

强大的原理

D. 编蝠利用回声定位能够在夜间自由飞行和捕捉食物
星逗暹图噩星



5． 如图所示， 一密闭容器内放着一盆新鲜的绿色植物， 它

的右边放着一个装有NaOH溶液的烧杯， 溶液内悬浮着一塑

料球。 现将该容器放在一 黑暗处， 那么数天后小球将处千什

么状态(A)

A. 漂浮

B． 下沉

c． 悬浮

D． 无法判断

寻2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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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图所示是人体肺的模型， 当人体要吸气时， 胸廓扩张，

隔肌下降， 肺内气压减小 ， 外界富含氧气的新鲜空气经

气道进入肺泡内进行气体交换；人体要呼气时， 隔肌舒张，

胸廓依靠弹性回收， 肺内气压—增＿ ＿（前两空均选填 “ 增

大 ” “ 减小 ” 或 “ 不变 ” )， 使交换后的含二

氧化碳的气体排出体外， 这样便构成了 一次

呼吸而使生命得以维持。 冬天人们在室外呼

吸时， 会呼出 “ 白气 ” , “ 白气” 是—液＿化—（填物态变化名

称）形成的。 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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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硫酸在工业上有许多用途， 但直接用浓硫酸具有危险性，

所以经常需要将浓硫酸进行稀释后使用。 实验室现有一瓶体

积为SOOmL、 溶质质量分数（硫酸质量与溶液质量之比）为

98%、 密度为1.84 g/cm3的浓硫酸， 该瓶浓硫酸中硫酸的质

量为 901.6 g；取该浓硫酸100 g稀释成质量分数为9.8％的

稀硫酸， 需水:壁�mL。 (p水＝1 g/cm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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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3 物理与工程技术

1. (2024江苏扬州）阅读短文， 回答问题。

2024年4月30日， 全球最大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并网发电， 这

是我国新型储能技术应用的一个里程碑。 该项目工作原理如

图所示， 用电低谷时段， 将电网多余的电能通过空气压缩机

把空气压缩到地下盐穴中（地下盐层中的

洞穴）；用电高峰时段， 将储存在盐穴中

的高压空气释放， 驱动空气膨胀机转动，

连接发电机发电。
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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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
空气

压缩机

吉沪吉
向皿向

压空气

换热器l

常温高

压空气

电网

集热装置

地下盐穴

换热器2

常温高

压空气

空气

膨胀机

吉？
曰吉

向皿向

压空气

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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