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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课标教学和新课改理念越来越重视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考试大纲》告诉我们中考的命题将全面落实新课改理念，把以能力测试为主导的命题指导思想落实
到每一道题中，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命题优势睛况下，中考将更加注重对学生各种能力的考查，并真正
把对能力的考查放在首要位置。

《提分攻略》系列图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包含《疑难与规律详解》和《常考题型训练题
典》两大子系列，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五大学科，供中学不同年级学生和教师使用。
《疑难与规律详解》系列丛书集《数理报》优秀一线教师多年教学心得于一体，结合新课标教学理念
和考试大纲的要求分学科、分模块、分年级编排成册，总的说来本书有以下特点：
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以思维能力为核心，本书通过对切实有效的解题方法、规律的讲解、总结
和应用让学生在三位一体的科学训练中形成良好的理解、分析和推理能力。

一方面，本书取材于数理报，以“新课标”和“考试说明”为指导，将《数理报》多年来积累的精华
内容进行重新加工和整合；另一方面，我们针对《数理报》内容随意、系统性差以及知识之间相互重
复的缺点进行不断的修订和提升，使之既具有报刊的深度和灵活性，又具有图书的广度和系统性。

本书编写定位于解决教学、学习、考试中的疑难问题，总结归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规律，并有针对性
的进行跟踪训练，旨在帮助广大师生突破教学、学习中的疑难易错点，找到提高思维能力的捷径。

本书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多年教学心得与体会，对学生学习中遇到的疑难易错问题把握准
确，对解题方法规律的总结和应用全面深入，可谓字字珠玑、题题经典，是学习中不可缺少的良师良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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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同步解读
　第一章　声现象
　　振动与发声
　　声音的传播知识小结
　　声现象易混知识点辨析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典题
　　声音的三大特征
　　生活中的噪声
　　声音的利用
　　声现象实验典题
　　理解“人耳听到声音的过程”产生的误区
　　声现象在生活中的应用误区
　第二章　光现象
　　正确理解光现象
　　小孔成像的特点
　　正确理解光的反射规律
　　平面镜成像特点
　　正确理解光的折射规律
　　光的色散和不可见光
　　光现象易混点
　　理解生活中简单的光现象　　
　　光现象作图典题　　
　　光现象实验题　　
　　辨析“影”迷　　
　　平面镜成像应用误区
　第三章　透镜及其应用　　
　　有关透镜的基本概念和规律　　
　　透镜知识易混点　　
　　透镜作图典题　　
　　凸透镜成像规律探究实验　　
　　透镜应用典题　　
　　眼睛及眼睛的调节　　
　　片面理解“倒立”的含义　　
　　混淆近视眼、远视眼的成因及矫正
　第四章　物态变化
　　温度计及其使用　　
　　辨别晶体与非晶体　　
　　蒸发和沸腾的区别与联系　　
　　自然界中降水的物态变化　　
　　六种物态变化　　
　　易混概念辨析　　
　　温度计使用典题　　
　　熔化图象的考查　　
　　蒸发典题　　
　　沸腾典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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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现象中的物态变化　　
　　生活申的物态变化　　
　　对两大实验的考查典题　　
　　不准温度计的读数　　
　　物态变化易混点辨析
　第五章　电流和电路　　
　　几个基本概念和规律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电流表　　
　　易混概念辨析　　
　　基本概念、规律典题
　　串、并联电路
　　电路设计典题　　
　　实物图与电路图的转化　　
　　串、并联电路中电流的特点
　　电路串、并联判断误区
　　基本概念和规律
　　滑动变阻器的使用方法　　
　　串、并联电路中电流、电压和电阻的关系　
　　⋯⋯
第二部分　专题解读
答案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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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同步解读　　第一章　多彩的物质世界　　第一节　宇宙和微观世界　质量　　正确
使用托盘天平的方法技巧　　1.“游码归零”。
把天平放在水平工作台上，把游码放在标尺左端的零刻度线处。
　　2.“左沉右调、右沉左调”。
调节左、右两端的平衡螺母，使横梁平衡。
若左盘下沉，两端的平衡螺母都要向右调节，才能使天平平衡；反之，若右盘下沉，两端的平衡螺母
都要向左调节。
当指针静止在分度盘的中线处或指针在分度盘中线两侧左右摆动的幅度相等时，横梁就平衡了。
　　3.“左物右码、先大后小。
”将要称量的物体放在左盘，用镊子向右盘添加砝码。
加砝码的顺序是先添加大的，再添加小的。
　　4.“左沉添码、右沉减码”。
若向右盘添加砝码后，左盘仍下沉，应继续向右盘添加砝码；若添加砝码后，右盘下沉，应取下刚添
加的砝码，换更小的砝码；当向右盘添加一个最小的砝码后，右盘下沉，此时应取下最小的砝码，移
动游码使天平恢复平衡。
向右移动游码实际上相当于向右盘添加小砝码。
在这一步的操作中切不可调节平衡螺母使天平平衡，因为这样会破坏天平原有的平衡。
　　5.“物体=砝码+游码”。
被称物体的质量一右盘砝码的总质量+游码指示的质量值。
在读标尺上的示。
数时，应看游码左侧所对应的刻度，因为游码归零时，是游码左侧与标尺的零刻度线对齐。
　　天平使用的最重要两步是使横梁的两次平衡，第一次是称量前调节平衡螺母使天平的横梁平衡，
第二次是称量中通过增减砝码使天平的横梁平衡。
因为移动游码是相当于在右盘添加小砝码，所以“游码归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标尺上指示的质量值
等于游码移动的质量值；若第一次横梁平衡时没有“游码归零”，则游码指示的质量值就应当等于游
码实际在标尺上移动的质量值，而不是标尺上指示的质量值。
若不是按“左物右码”来放被称物体与砝码，而是将物体放在右盘，砝码放在左盘，则天平平衡时，
“砝码一物体+游码”，即被称物体的质量一左盘砝　　码的总质量一游码指示的质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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