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教版 2023 初中物理九年级物理全册第二十章电与磁重点易错题 

 

 

单选题 

1、如图所示的磁悬浮地球仪，在地球仪底端有一个磁铁，在底座内部有一个金属线圈，线圈通电后，地球仪可

悬浮在空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地球仪周围存在磁场，同时也存在磁感线 

B．地球仪周围的磁场分布是均匀的 

C．地球仪周围各点的磁场方向都相同 

D．地球仪是利用同名磁极相互排斥的原理悬浮的 

答案：D 

A．磁场真实存在，磁感线真实不存在，故 A 错误； 

B．地球仪周围磁场强度不同，磁场不均匀，故 B 错误； 

C．地球仪周围的磁场方向不同，故 C 错误； 

D．地球仪可悬浮在空中是利用同名磁极相互排斥的原理，故 D 正确。 

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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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螺线管附近放一小磁针，静止时小磁针位置如图所示。闭合开关 S时，小磁针发生旋转，关于通电螺线管

的 N极及小磁针旋转方向描述正确的是（  ） 

 

A．通电螺线管的左侧是 N 极，小磁针顺时针旋转 

B．通电螺线管的左侧是 N 极，小磁针逆时针旋转 

C．通电螺线管的右侧是 N 极，小磁针顺时针旋转 

D．通电螺线管的右侧是 N 极，小磁针逆时针旋转 

答案：D 

AB．闭合开关后，电流由螺线管的左侧流入、右侧流出，根据安培定则，用右手握住螺线管，四指指向电流的

方向，则大拇指指向右端，即通电螺线管的右端为 N 极、左端为 S极，故 AB 错误； 

CD ．根据同名磁极相互排斥可知，通电螺线管的右端为 N 极，小磁针的 N 极应向右旋转，即小磁针逆时针旋转，

故 C 错误，D 正确。 

故选 D。 

3、如图所示，小明送给奶奶一个电动足部按摩器，可以对足底进行加热、按摩。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按摩器工作时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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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摩器的工作原理与动圈式话筒的工作原理相同 

C．按摩器发热利用了电流的热效应 

D．对足底加热时，足底温度升高，利用做功的方式改变足底的内能 

答案：C 

A．按摩器工作时消耗了电能，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和内能，故 A 错误； 

B．按摩器的工作原理与电动机工作原理相同。动圈式话筒工作时，没有电源，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与发电机

工作原理相同，故 B 错误； 

C．电流流过按摩器产生热量，所以按摩器发热利用了电流的热效应，故 C 正确； 

D．对足底加热时，足底温度升高，利用热传递的方式改变足底的内能，故 D 错误。 

故选 C。 

4、如图所示，闭合开关 S，观察到小磁针顺时针旋转 90°后保持静止，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源的 a端是正极，电磁铁左端是 S 极 B．电源的 a端是负极，电磁铁左端是 N 极 

C．电源的 b 端是负极，磁感线方向自左向右 D．电源的 b端是正极，磁感线方向自右向左 

答案：A 

由题意可知，小磁针顺时针旋转 90°后保持静止，则小磁针静止时，左端为S极，右端为 N 极，则由异名磁极

相互吸引可知，通电螺线管的右端为 N 极，左端为 S 极，则根据通电螺线管中导线的缠绕方式，由安培定则可

得，电流从通电螺线管的左端流入，右端流出，故可知电源的 a端是正极，因磁感线方向在磁铁外部是从 N 极

出发，回到 S 极，故可知磁感线方向是自右向左，故 A 正确，BCD 错误。 

人教版2023初中物理九年级物理全册第二十章电与磁重点易错题--第3页

人教版2023初中物理九年级物理全册第二十章电与磁重点易错题--第3页



4 

 

故选 A。 

5、利用图所示实验揭示的原理，可制成（  ） 

 

A．发电机 B．电动机 C．电磁铁 D．电磁继电器 

答案：A 

分析图可知，图中将闭合回路的一部分导线放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电路中会产生感应电流，这就是

电磁感应现象，该过程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人们利用这个原理制成了发电机，故 A 符合题意；BCD 不符合题

意。 

故选 A。 

6、中国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最早记载了地磁偏角：“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

南也。”进一步研究表明，地球周围地磁场的磁感线分布示意如图所示。关于地磁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可以通过小磁针静止时 N 极的指向来确定该点的地磁场方向 

B．地磁场的 S 极在地理的南极附近 

C．地磁场的南、北极与地理南、北极完全重合 

D．地球周围真实存在着很多条疏密不同的磁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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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A．小磁针静止时，N 极的指向即为该处磁场的方向，故可以通过小磁针静止时 N 极的指向来确定该点的地磁针

方向，故 A 正确； 

B．由图中可知，地磁场的 S 极在地理的北极附近，故 B 错误； 

C．由图中可知，地磁场的南、北极与地理南、北极之间存在一个夹角，不是完全重合，故 C 错误； 

D．磁感线是为了便于描述磁场分布而构造的假想曲线，实际并不存在，故 D 错误。 

故选 A。 

7、关于下列四幅图片，说法正确的是（  ） 

 

A．图甲：说明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 

B．图乙：导体 ab沿竖直方向上下运动时，电流表指针偏转 

C．图丙：闭合开关，蹄形磁体磁极上下对调后，导体 ab 的运动方向不发生改变 

D．图丁：探究的是电磁铁 A、B 的磁性强弱与电流大小的关系 

答案：A 

A．甲图为奥斯特实验，说明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故 A 正确； 

B．导体 ab 沿竖直方向上下运动时，没有切割磁感线，没有感应电流的产生，电流表指针不偏转，故 B 错误； 

C．闭合开关，蹄形磁体磁极上下对调后，改变了磁场方向，电流方向不变，则受力方向改变即导体 ab的运动

方向发生改变，故 C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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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图中电磁铁 A、B 是串联的，电流相等，电磁铁 A、B 匝数不同，探究的是电磁铁 A、B 的磁性强弱与线圈

匝数的关系，故 D 错误。 

故选 A。 

8、下列图中能够说明电动机工作原理的实验装置是（  ） 

A． B． C． D．  

答案：B 

A．电路中没有电源，是电磁感应现象，是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图，故 A 不符合题意； 

B．电路中有电源，是根据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运动制成的，是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故 B 符合题意； 

C．电路中没有电源，是电磁感应现象，是发电机的工作原理图，图中显示的是产生的交变电流波形图，故 C 不

符合题意； 

D．图中是电磁继电器，是根据电流的磁效应制成的，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9、如图所示，下列有关物理知识描述不正确的是（  ） 

A． 铁钉上端为 N 极 

B． 异种电荷相排斥使金属箔张开 

人教版2023初中物理九年级物理全册第二十章电与磁重点易错题--第6页

人教版2023初中物理九年级物理全册第二十章电与磁重点易错题--第6页



7 

 

C． 电磁感应现象 

D． 电动机原理 

答案：B 

A．由图可知，电流从铁钉上端流入，下端流出，根据安培定则可知，电磁铁的上端为 N 极，下端为 S极，故 A

正确，不符合题意； 

B．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验电器是根据同种电荷相互排斥的原理工作的，故 B 错误，符合题

意； 

C．由图可知，闭合电路的部分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导体中会产生感应电流，这是电磁感应现象，

故 C 正确，不符合题意； 

D．图中电路闭合开关后，通过导体有电流，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运动，这是电动机的原理，故 D 正确，不

符合题意。 

故选 B。 

10、电和磁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电生磁”或“磁生电”，下列几个装置都与这一关系有关，其中正确的说法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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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甲，当电磁继电器线圈通以额定电流时，接线柱 AB接通 

B．图乙，绕在铁钉上的线圈通电电流越大，能吸引的回形针数量越多 

C．图丙，动圈式话筒的工作原理与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相同 

D．图丁，扬声器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工作的 

答案：B 

A．图甲，当电磁继电器线圈通以额定电流时，电磁铁产生磁性，将衔铁向下吸，动触点 B与静触点 C接通，故

A 错误； 

B ．电磁铁磁性强弱与电流的大小和线圈的匝数有关，图乙中，当线圈电流越大时，电磁铁产生的磁性越强，则

能吸引的回形针数量就越多，故 B 正确；  

C．动圈式话筒工作时，声音的振动带动线圈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的运动，在线圈中产生与声音变化一致的感

应电流，动圈式话筒工作利用了电磁感应原理，与发电机的工作原理相同，故 C 错误； 

D．图丁中，扬声器中通入交变电流，通电的线圈在磁场中受力而带动纸盆振动发出声音，因此扬声器是利用通

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作用而工作的，故 D 错误。 

故选 B。 

11、如图所示的实验中能说明发电机工作原理的是（  ） 

A．  磁极间有相互作用 

B．  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 

人教版2023初中物理九年级物理全册第二十章电与磁重点易错题--第8页

人教版2023初中物理九年级物理全册第二十章电与磁重点易错题--第8页



9 

 

C．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 

D．  电磁感应现象 

答案：D 

A．磁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同极相互排斥，异极相互吸引，并不能说明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故 A 不符合题意； 

B．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是奥斯特实验，并不能说明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故 B 不符合题意； 

C．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是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故 C 不符合题意； 

D．电磁感应现象是发电机的工作原理。故 D 符合题意。 

故选 D。 

12、下列描述的物理情景中，与电动机原理相同的是（  ） 

A． B．  

C． D．  

答案：B 

电动机原理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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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中没有电源，开关闭合时，导体棒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电路中会产生感应电流，这是电磁感应原

理，故 A 不符合题意； 

B．图中有电源，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与电动机的原理相同，故 B 符合题意； 

C．图中是奥斯特实验，是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磁场，与电动机原理不同，故 C 不符合题意； 

D．图中是异名磁极相互排斥，与电动机原理不同，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13、如图所示，闭合电磁铁开关 S，条形磁铁静止在水平桌面上。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条形磁铁受到电磁铁对其向左的作用力 

B．条形磁铁受到桌面对其向左的摩擦力 

C．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向右移动，条形磁铁受到的摩擦力不变 

D．若只改变电源的正负极，条形磁铁受到的摩擦力变大 

答案：A 

A．由安培定则得，右手握住螺线管，四指指向电流的方向，大拇指指向电磁铁右端为 N 极，左侧为 S 极，同

名磁极相互排斥，所以条形磁铁受到电磁铁对其向左的作用力，故 A 正确； 

B．条形磁铁处于静止状态，水平方向上受到平衡力的作用，水平向左的排斥力和桌面对条形磁铁的水平向右的

摩擦力为一对平衡力，故 B 错误； 

C．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向右移动，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的电阻变大，根据欧姆定律可知，电路中的电流变小，

电磁铁的磁性变弱，排斥力变小，摩擦力和排斥力是一对平衡力，大小相等，所以摩擦力变小，故 C 错误； 

D．若只改变电源的正负极，电流的方向改变，大小不变，则电磁铁的磁性不变，条形磁体受到电磁铁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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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等于原来的排斥力大小，此时吸引力与摩擦力是一对平衡力，大小相等，则摩擦力不变，故 D 错误。 

故选 A。 

14、如图所示，是巨磁电阻特性原理的示意图，其中 GMR 是一个巨磁电阻，其阻值随磁场的增强而急剧减小。

闭合开关 S
1
、S

2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磁铁的右端为 N 极 

B．当滑片 P 向右滑动时，电磁铁磁性增强 

C．当滑片 P 向左滑动时，巨磁电阻的阻值增大 

D．当滑片 P 向左滑动时，指示灯变亮 

答案：D 

A．闭合开关 S
1
，电流从电磁铁的右端流入，左端流出，根据安培定则可知电磁铁左端为 N 极，右端为 S 极，

故 A 错误； 

BCD ．闭合开关 S
1
、S

2
，滑片 P 向右滑动时，滑动变阻器连入电路中的电阻变大，电压一定，由ᵃ�= ᵄ�

ᵄ�
可知，电

流变小，电磁铁磁性减弱；滑片 P 向左滑动时，电磁铁磁性增强，由题可知，巨磁电阻的阻值减小，电压一定，

由ᵃ�= ᵄ�

ᵄ�
可知，电流变大，由 P= UI可知，指示灯的实际功率变大，所以指示灯变亮，故 BC 错误，D 正确。 

故选 D。 

15、如图所示，A 是悬挂在弹簧测力计下的条形磁铁，B 是螺线管。闭合开关，待弹簧测力计示数稳定后，将滑

动变阻器的滑片缓慢向右移动的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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