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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压力、压强”是初中物理的重
点，考题多为综合性的题目，常涉及
到密度、重力等知识，尤其注重对两
个压强公式 !"#$%和 &'!()的理解
与运用。前者为压强的定义式，只要
能够找到需要的物理量，任何情况
下都能使用；后者一般适用于液体，
因为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力的大小
不一定等于液体重力大小，如果先
求解压力，可能会遇到困难。所以液
体内部压强、压力的定性分析和定
量计算通常可以先用公式 &*!()求
解压强，再用公式 #*&+求解压力。
只有在柱形容器中，液体对容器底
部的压力才等于容器中液体的重
力，此时也可像固体之间接触一样，
先用 #*,总求解压力，后用 &*-.+

求解压强，同样柱形物体也可以用
&*!()求压强。压力、压强问题多以
选择题和计算题出现，解题方法灵
活多变，常见的有：排除法、公式法、
极值法、图解法、等效替代、等量代
换等。
例 /：（0121年中考第 3题）如图

2，两个盛有等高液体的圆柱形容器
4和 5，底面积不同（+4!+5）6液体对
容器底部的压强相等。现将甲球浸没
在 4容器的液体中，乙球浸没在 5

容器的液体中，容器中均无液体溢
出，若此时液体对各自容器底部的
压力相等，则一定是（ ）

4甲球的质量小于乙球的质量
5甲球的质量大于乙球的质量
7甲球的体积小于乙球的质量
8甲球的体积大于乙球的质量

（图 2）

（图 0）
分析：（2）认真审题，搞清研究

对象是液体，不是金属球。（0）将题
意用图表示出来，画出等效的示意
图，如图 0。放入金属球后液面升高
（由图 4到 42）。由于题目研究对
象是液体，所以 42状态液体对容
器底的压力、压强与 40状态等效。
由此可以得出：在液体中浸没一个
金属球，等效于在容器中倒入了与
球等体积的同种液体，原题就转换
成了倒入的液体的体积或质量问
题，与球的质量无关。故选项 4、5
可以排除。
解：根据已知条件，结合公式

&*!()和 -*&+，可知液体 4、5的密
度相等。没有放入金属球时，液体对
容器底部的压力 -4!-5。由于放入
金属球后液体对各自容器底部的压
力相等，所以，液体对容器底部压力
的增加量 "-4""-5。由于容器为柱
形，所以 "-*",液，所以液体体积
的增加量 "94""95，即甲球的体
积大于乙球的体积，所以选项为 8。
例 0：（0122年中考第 00题）如

图 :所示，实心均匀正方体 4、5放
置在水平地面上，受到的重力均为
;<牛，4的边长为 1=0米，>的边长
为 1=:米。（2）求正方体 4对水平地
面的压强；（0）求正方体 4、5的密

度之比 !4? !>；（:）若正方体 4、>
上沿水平方向分别截去相同的厚度
) 后，4、> 剩余部分对水平地面的
压强为 &4#和 &>#，请通过计算比较
它们的大小关系及其对应的 )的取
值范围。

（图 :）
分析：第（2）问，需搞清在水平

面上物体对接触面的压力大小与物
体重力大小相等。第（0）问，涉及重
力与质量的关系 ,*@(，质量与密
度的关系@*!A，以及解题技巧。第
（:）问，可先用极值法讨论压强的关
系，然后计算：没有截去之前 &4*

2;11帕，&5*-5.+5*;<牛顿.（1=:米
B1=:米）*C22帕，$&4"&5，如果水平
截去的厚度 )*1=0米，则 &4*1，&5"1
则 &4!&5 所以对于本题中正方体
4、5上沿水平方向分别截去相同的
厚度)后，随着截去的厚度 )的增
大，&4#与 &5#的大小关系发生转
变。所以本题可以从截去多少厚度
可以使 &4#*&5#，开始计算。

解：（2）-*,*;<牛顿，&4*-.%*
;<牛.（1=0米 B1=0米）*2;11帕；（0）
%,*@(6@*!A6 又 , 相等，$!4?!5*
95?94*（1=: 米）:.（1=0 米）:*0C?3；
（:）&4#*&5#时，!4()#4*!5()#5 代
入数据，解得 )*:米.2D *1=2E3米，
当 )*1=2E3 米时 &4#*&>#，当 )!

1=2E3米时 &4#"&>#，当 1=0米")"

1=2E3米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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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东方大力神
高考中考名师辅导
媒体背景 正规放心
11年成果 绝无加盟

! ! ! ! 0120年上海中考结束
后，不少学生、家长说今年
试题比往年难，特别是数理
化科目，直到今天依然成为
大家热议的话题。那么今年
的试卷到底难不难呢？根据
上海市考试院发布的相关
评析，“0120年上海市初中
毕业统一学业考试数学卷
与往年相比，在题量、题型、
难度等方面保持稳定，确保
较高的及格率，兼顾适度区
分，既体现对双基的重视，也
适度体现对思维过程的分析
能力的要求”。真要说难的
话，可能是在保持试卷结构
内容等方面总体稳定的前
提下，对于具体试题的选材
设计、呈现方式、适度灵活
等方面有一些新的体现。整
卷设计的思路是“注重双
基、体现新意、适度区分”。
看来，试卷的“新意”给

这一届的考生们带来了“中
考难”的感觉，这给我们
012:年中考考生带来两方
面启示：一是，与其到明年
这个时候像一些“没考好”
的学哥学姐一样后悔，不如趁暑假
时机抓紧提前备战；二是，仅靠自
己“死”用功还不够，一定要有好的
方法，在名师的指导下学会“活知
识”、“真本事”，这样不管题目“面
孔”怎么变，都能够应对自如。
现在起，跟随新民晚报中高考

办公室的新初三“中考名师班”或
“自招及中考兼容班”开始系统复
习，上述“名师班”或“兼容班”都开
设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

五门学科。暑假“名师班”语
文学科老师将围绕文言文、
现代文、写作三大板块题
型、题目展开讲解和练习指
导；数学课的内容包括：放
缩、相似与比例线段、三角
形一边的平行线、相似三角
形的判定及性质、实数与向
量等；英语课将突出 F)GHFI

和填空题的强化训练；物理
课在把初二全部知识点复习
完后，会加入初三新课内容；
化学课由于学生到初二结束
为止还未正式接触过这门学
科，暑假老师将提早讲新课，
而且一边讲一边把中考要求
一并告诉大家，这样开学后
学化学能轻松许多。

目前，尽量争取获得
“推荐”或“自荐”名额，成为
不少新初三学生及家长的
首选。新初三“兼容班”还会
在“名师班”基础上，加深难
度，并在教学过程中穿插自
主招生“真题”作为有益补
充，不管是“名师班”还是
“兼容班”，主讲老师以“十
大名校、十大名师”为主，长
期初三“一线”，无论教学水
平或师德在中考界的排名
都名列上海市前茅。自从 C

月中旬开班至今，受到不少新初三
学生及家长好评，大家反映老师教
了学校里不教的学习方法，对学校
内容的确是一种很有益的补充。

其他更多关于暑假学习的问
题 ， 家 长 可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EJDJKC23、E0D023::详细了解，联
系地址静安区威海路 CEE号文汇
新民联合报业大厦 <0楼“新民晚
报中高考办公室”。

新民晚报中高考办公室 言言

! ! ! !眼看暑假即将过半，跟随新民
晚报中高考名师辅导班学习的同学
们各有收获，名师指导再加上自己
复习，同学们的“七月暑假”过得很
充实。其中参加“新高一名师班”的
一群“准高中生”们向我们反映：“刚
读完初三，中考成绩还不错，但对高
中学习一点概念也没有，自己根本
不知道该如何准备。晚报请来的老
师全部来自高中名校的特级高级教
师，风格与初中老师完全不一样，一
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两次以后马
上就习惯了紧凑的节奏，开始喜欢
上高中名校名师大信息量的课，这
样开学后就不用担心跟不上啦。”

自 C月中旬开班以来，不少一开
始持怀疑态度来报名“新高一名师
班”的同学和家长，一致认为“初高中
衔接”很有必要。有的同学在中考中
取得了好成绩，却不骄傲、不停滞，继
续加油努力，因为这些优秀的孩子深
知：成功只是暂时的，一流的高中名
校竞争压力大，更大的挑战在后面。

当然，也有些学生因为中考临场发挥
等原因，与“好学校”失之交臂，在“新高
一名师班”的课堂里他们异常努力，因
为他们的内心有着坚定的信念：三年以
后的高考将是下一次更重要的舞台，机
会就在不远的前方。而眼下的暑假正是
每一位即将升入高中的学生调整自己
的最佳时机，做好高中三年整体的学
业规划，才能在三年后赢定高考。
本报“新高一名师班”暑假开设语

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每门学科的
特级、高级名师们各讲浓缩精粹的十
次（这 21次课含金量可相当于“普通
家教”的 :1至 E1次课）。语文学科老
师是一位来自“四大名校”的高级教
师，除给大家概述高中语文知识、语法
知识外，还告诉大家高中与初中在语
文阅读上的区别，在写作方面将重点
讲初中很少涉及的议论文，如何进行
议论文写作将是高中语文的重头戏。
同样来自“四大名校”的英语高级教师
告诉“准高中生”们，高中英语不仅内
容繁多，词汇量要求较高，阅读文章篇
幅较长，语法句型难度较大，英语老师
暑假帮助大家首先从“重点词汇”下
手，再按照板块各个击破。

全程带教数学的“人气”老师暑
假教学大纲如下：2数与式的运算；
0 方程与不等式；: 平面几何与向
量；<集合与命题概念；E函数思想
与方程；;常见数学思想方法。除具
体内容层面外，还要帮大家做好高
中数学学习方法的衔接，高中数学
重难点整理，初高中重要数学概念
对比讲解，高中数学学习规划和策
略，让大家开始感悟数学思想方法，
这是高中数学必须达到的境界。因
为高中数学相对于初中，其知识点
和概念更为抽象，老师讲解也不会
像初中那样详细。而且高中数学往
往要求学生在充分理解基础概念的
前提下，灵活使用方法解决各类问
题，这对学生理解能力、联想能力、
逻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本报“新高一名师班”将在学习

方法、学习习惯、学习心态等多个层
面上帮助新高一学生较顺利完成
“初高中衔接”，有问题的家长可拨
打新民晚报中高考办公室的热线电
话 E0D01C23、E0D023::了解。

! !新民晚报中高考办公室

! ! ! !徐甦敏

! ! ! !今年，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作
文题都成为考试结束后家长、学生甚
至市民的议论热点。高考作文 C1分
几乎占到高考语文总分的“半壁江
山”，本报“高考写作 21天提分班”一

经推出，咨询报名十分火爆，看来高
考写作训练已广受大家重视。同样，
作文在中考语文卷 2E1分中也占到
了 ;1分，亦是初中语文学习的重头
戏。今年中考作文题《心里美滋滋
的》，虽然贴近学生，开放度也大，但
真正要得到高分绝非易事。究竟怎么

写才能得到阅卷老师的青睐？“套作
文”是不是应付中考写作最快捷有效
的方案？中考作文命题老师究竟想
“要”什么？应不少初三、初二乃至初
一学生和家长的要求，新民晚报“中
考写作 21天提分班”已正式“出炉”，
暑假正是训练写作的最佳时间之一，
家长可拨打热线电话 E0D01C23、
E0D023::详细了解。 陈大力

“压力压强”问题
中考物理“重头戏”

新民晚报暑期中考复习名师指点

“新高一名师班（初高中衔接班）”顺利开班

准高中生直呼“七月过得很充实”
新民晚报暑假

名师辅导特色

中考写作训练“暑期总动员”
新民晚报中考写作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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