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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新课标的实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就要求同学
们不仅要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把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灵活地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
“学以致用"成了对同学们更高的要求。

　　要想在学科竞赛中顺利闯关，摘金夺银；要想在中考中获得高分，选择一本合适的辅导资料尤为
重要。
基于此，我们邀请近几年来多次参加应用知识竞赛辅导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名优教师编写了这套《初中
知识竞赛辅导训练》系列丛书，希望能为广大初中学生参加应用知识竞赛和备战中考中的难题提供更
加适用的备考用书。
丛书分为《初中应用数学知识竞赛辅导训练》《初中应用物理知识竞赛辅导训练》《初中应用化学知
识竞赛辅导训练》等三个分册。

　　丛书编写以新课程标准和新教材为依据，突出学科的应用性。
在瞄准应用知识竞赛要求的同时，适当兼顾中考中的高档题。
我们将各学科所涉及和拓展的内容划分为若干个专题，编写成专题辅导训练。
每一专题为一讲，每一讲安排赛点扫描、赛题解密、赛场演练等三个栏目。

　　赛点扫描
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对教材相关的知识要点、难点和考点作简明扼要的归纳，对其中较为基础的
内容略讲；二是介绍中考中的一些解题技巧和特殊的思路、方法，注重学科知识的综合归纳；三是预
测中考中不涉及但竞赛中必考或应该拓展的内容，也包含与相关学科知识相互联系的部分。
本套书语言简洁明了，有的采用了图表形式，重点旨在点拨相应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以便学生领
悟其中的思想、观点和方法。

　　赛题解密
选择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竞赛试题进行讲解、分析和归纳。
选编时，我们十分讲究选例的典型性、新颖性和解题的技巧性、启迪性，着力于教材知识内容的自然
拓展、延伸和深化，以及创新思维方法的介绍、引导和运用。
每题分为剖析、全解、点评三部分。
其中“剖析”主要分析本题解题思路；“全解”中选择题、填空题列出本题答案，其他题型均有详细
解题过程；“点评”主要揭示同一类题的解题规律和相关知识点的延伸与拓展。
赛题按由浅入深的顺序编排。

　　赛场演练
本栏目除原创题外，我们还从近几年的中考试题或模拟题中选择了部分有新意、有难度的题目。
选题讲究代表性、综合性、创新性和备考性，并提供适量趣味性和实用性很强的练习题，以促进学生
个性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另外，每本书的后面，编写了部分具有前瞻性的竞赛模拟题，附录了近年来部分省市及全国的初
赛和复赛试题。
全书大部分练习均附有答案，对较难的题还有提示或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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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声光热
　第一讲 声现象与长度测量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二讲物态变化
　　赛点扫描
 赛題解密
 赛场演练
　第三讲 光的反射与折射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四讲 热传递 热量与比热容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五讲 分子动理论 内能 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二篇 力 学
　第六讲 物体的运动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七讲 质量和密度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八讲 力的平衡 力和运动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九讲　压强 液体的压强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十讲 大气压强 浮力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十一讲 简单机械功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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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场演练
　第十二讲机械能 机械效率
　　赛点扫描
 赛题解密
 赛场演练
第三篇　电学
第四篇　实验
第五篇　赛场回眸
第六篇　赛场热身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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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声光热第一讲 声现象与长度测量赛点扫描 1.声首的严生和传播声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产生的；
振动的物体叫声源；有声音一定有声源，但是有声源不一定有声音。
声音的传播必须要有介质，即真空不能传声。
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在固体、液体中的传播速度大于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声音在15℃的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大约是340 m／s。
人耳能区分回声和原声的时间间隔约为0.1 S。
针对回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匀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公式，结合声音的传播速度进行有关路程、时间的
计算。
2.音调声音的高低叫音调。
音调的高低决定于声源振动的频率，频率越高音调越高。
人耳能听到的声音的频率范围是20 Hz～20 000 Hz。
把低于20 Hz的声音叫次声，高于20 000 Hz的声音叫超声。
很多动物能够感觉到超声或次声，所以发生地震等灾害时，许多动物会产生一些反常现象。
弦乐器的音调决定于弦的长短、粗细和松紧。
长短、粗细相同的弦线，弦线越紧音调越高。
生活型的考题中常常出现这个考点。
3.响度我们所感觉到的声音的强弱叫做声音的响度。
响度与声源振动的幅度有关，振幅越大响度越大。
平时所说的声音的高低实际就是指声音的响度。
对于音调和响度，可以通过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比较理解，如小孩子讲话比大人讲话的音调高，女同志
讲话比男同志讲话的音调高，这样就容易理解音调和响度的区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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