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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课程启动后，不少同学反映新课程内容广、难度大，迫切需要一套能辅导其解决学习中疑难问
题的工具性参考书。
为此，我社2006年组织了5位特、高级教师领衔，编写《新课程高中疑难全解》丛书，受到了广大读者
的好评，很多经销单位也纷纷建议我们组织力量编写《新课程初中疑难全解》。
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决定并组织了江苏省的4位特级教师联袂编写这套《新课程初中疑难全解》。
　　《新课程初中疑难全解》沿袭高中版实用的编排方式，每科确定200个左右的疑难问题。
每个问题分“问题提出”、“释疑解难”和“疑难突破练习”三个部分。
“问题提出”以一句话概括出疑难问题。
“释疑解难”针对问题，从知识脉络、拓展、学法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透彻讲解。
“疑难突破练习”根据疑难问题，编制2-6个针对性较强的配套练习，并提供参考答案。
这样的编排方式使本丛书呈现出如下特点：　　集中破解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学习的进步不仅在于掌握已经熟悉的内容，更在于探索新知，再攀高峰。
本书就是要引领你去一一攻克这些难关。
　　强力改造学习中的错题惯性。
本书在讲解疑难的过程中，将为你透彻分析为什么难，为什么易错，并通过“疑难突破练习”，帮助
你彻底理解所学知识，掌握知识链上的关键内容，从根本上消除错题惯性。
　　全面总结名师的经验与秘诀。
4位特级教师将他们从教以来的经验与智慧浓缩于《疑难全解》。
拥有《疑难全解》，你就掌握了名师的点金术。
　　看到本书时，或许你已经进入了初中阶段的学习，或正准备跨入初中的校门。
在茫茫书海里，发现本书，是你的慧眼，选择本书，是你对我们的信任。
相信你的慧眼，感谢你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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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初中物理疑难全解》是依据《全日制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参考苏科版、人教版、沪科
版、粤教版以及北师大版等初中物理教材的体系和内容编写而成的。
编者都是江苏省示范初中的教学骨干、物理特级教师、省地市级学科带头人和教学能手，具有较强的
教学科研能力和多年担任毕业班物理教学的丰富经验。
　　《初中物理疑难全解》力求将新课改理念与指导物理学习尤其是中考复习相结合，既注重初中物
理知识中难点、疑点的详解和点化，更注重物理方法、技能的阐释和挈领，同时注意视野的拓展。
编者企望该书能成为初中学生的良师益友，物理教师的得力助手。
　　《初中物理疑难全解》针对力学（含声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等几个板块对疑难问题进行了
梳理，对92个疑难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疑惑点的点拨、知识的深化、易混问题的比较等等），并
通过典型事例和例题对知识的疑点、难点进行了阐述，对解题思路、方法和规律进行了归纳总结。
　　我们在每一个疑难问题的后面都编选了“疑难突破练习”，力图强化对所学知识、方法的深化理
解和熟练应用。
读者可通过“疑难突破练习”来检查学习的效果，并可以进一步完善对问题的认识理解以提高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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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力学（含声学）板块　1. 测量的意义及方法　2. 为什么测量的错误可以避免，而误差不可以避免？
　3. 怎样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
　4. 有关速度、路程及时间的计算　5. 有关运动的图象问题　6. 正确理解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　7. 声
音在介质中是怎样传播的？
　8. 人耳是怎样感知声音的？
　9. 如何区分响度、音调与音色？
　10. 什么是噪声？
　11. 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相同吗？
　12. 回声及应用　13. 如何理解质量是物体的一种属性？
　14. 密度的意义及测量　15. 有关密度的计算　16. 如何理解力？
　17. 弹性形变与范性形变　18. 如何理解“相互作用力”与“平衡力”？
　19. 压力越大，摩擦力一定越大吗？
　20. “压力就是重力”，对吗？
　21. 固体压强计算专题　22. 液体的压力、压强计算专题　23. 粗测大气压强实验专题　24. 流体压强
对实际生活的重大影响　25. 浮力的大小及其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26. 帮你认识杠杆　27. 生活中的其
他简单机械　28. 有没有既省力又省距离的杠杆？
　29. 杠杆作图专题　30. 辨析功率和机械效率　31. “测量滑轮组机械效率”实验专题　32. 功、功率
、机械效率计算专题热学板块　33. 怎样理解水“难热”又“难冷”？
　34. 各种液体温度计的测温范围是什么？
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如何选择合适的液体温度计？
　35. 辨析汽化与升华、凝固与凝华　36. 解读熔化和凝固图象　37. 自然界水的各种形态是怎样形成的
？
　38. 与物态变化有关的几个常见的认识误区　39. 如何理解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微粒？
　40. 如何证明“分子在永不停息地做无规则运动”？
　41. 分子间存在的作用力是引力还是斥力？
　42. 物质三态的微观模型　43. 什么是原子的行星模型？
　44. 物体内能中的分子动能、分子势能和机械能中的动能、势能是一回事吗？
　45. 温度、热量、内能三者的关系　46. 汽油机和柴油机的差异和共同点　47. 如何正确地理解热值？
　48. 有关热量的计算专题光学板块　49. 光的直线传播理解及应用　50. 立竿见影和小孔成像中，影子
和像是一回事吗？
　51. 园艺家为什么会失败？
　52. 白色光是单色光吗？
　53. 认识红外线和紫外线　54. 黑板反光是怎么回事？
　55. 平面镜里的像大小会变吗？
　56. 理解平面镜成像范围作图问题　57. 光的反射作图　58. 奥运圣火采集为什么不用平面镜？
　59. “潭清疑水浅”是怎么回事？
　60. 理解透镜光路的规律　61. 如何粗测凸透镜和凹透镜的焦距？
　62. 放大镜只能成放大的像吗？
　63. 近视眼和远视眼的成因及矫正　64. 对显微镜和望远镜原理的理解　65. 实像、虚像一样吗？
　66. 折射作图专题电磁学板块　67. 短路的判断及其危害　68. 怎样根据电路图连接实物图？
怎样根据实物图画电路图？
　69. 串、并联电路的识别和设计　70. 怎样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特征？
　71. 物体的电阻与什么因素有关？
　72. 滑动变阻器的作用及连接方法　73. 怎样探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电压、电阻的关系？
　74. 有关欧姆定律的分析及计算　75. 电阻的测量　76. 测量电功率的几种方法　77. 理解实际电功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初中物理疑难全解>>

与额定电功率　78. 测小灯泡的电功率　79. 电热等于电功吗？
　80. 家庭电路的连接与设计　81. 怎样才能做到安全用电？
　82. 电路故障分析　83. 电学黑箱问题　84. 正确理解磁场和磁感线的概念　85. 电磁继电器在实际生
活中的应用　86. 电动机与发电机的对比　87. 电磁波是如何传播的？
　88. 电磁波—一现代生活中的双刃剑　89. 关于波长、波速、频率的计算　90. 如何正确区分能源的种
类？
　91. 如何正确地认识新能源？
　92. 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能源危机？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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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力学（含声学）板块　　1. 测量的意义及方法　　时间的长短，尺寸的大小，往往是通过比较得
出的结论。
比较要有一定的依据，也要有一定的方法。
　　例如，甲、乙两个同学做同一道题，甲先完成，乙后完成。
两者相比较，甲用的时间比乙用的时间短。
　　又如，甲、乙两个同学站在一起，若观察到甲的头顶位置比乙的头顶位置高，你立即会说甲的个
子比乙的个子高。
　　上面的比较是由观察或感觉得出的结论。
这种比较有以下三个缺陷：一是比较的标准不同，所得的结论不一样；二是观察或感觉有时是不可靠
的；三是观察或感觉只能大致说明问题，不精确。
　　生活、生产、科技中常常需要精确，只有测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要测量必须确定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单位，长度单位中的米（m），时间单位中的秒
（s），就是国际上统一制定的公认标准。
测量就是将待测的量与一个公认的标准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果。
　　测量有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之分。
用刻度尺测量课本的长、宽，用秒表测量上楼的时间，用天平称物体的质量等都属于直接测量。
测量某人步行的速度时，用米尺测出步行的路程，同时用秒表测出通过这段路程的时间，然后运用公
式求出速度的大小就属于间接测量。
　　在测量长度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易直接测量或由于物体形状特殊无法直接测量的问题，
如细铜丝的直径、圆柱体的周长、硬币的直径、油筒内最长的直线、电线杆的高度等，要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运用特殊的测量方法。
通常用“测多算少法”测量一张纸的厚度、细铜丝的直径；用“变曲为直法”测量曲线的长度；“卡
测法”测硬币的直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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