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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5年浙江省理综命题是以“立足基础、联系实际、突出方法、考查能力”为命题总思路.而联系实际类

试题,是突出考查学生能力的亮点所在.本文针对今年的联系实际类试题进行分析,希望能对高中物理教学有所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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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浙江省高考是浙江省自主命题的第7个

年头.今年的浙江仍延续了浙江理综自主命题的风

格,以“立足基础、联系实际、突出方法、考查能力”

为命题的总思路.而联系生活、生产、科技等实际设

置试题情境,以考查考生的能力仍是命题的亮点所

在,依然成为引领今后高考复习的指挥棒.
联系实际类问题,是以熟知的自然现象、体育运

动和生活、生产及高新技术所涉及的物理知识为题

材而进行命制的.在功能上,不仅考查了学生对物理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而且能更好地检查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灵活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笔

者就2015年浙江省理综卷物理试题中联系实际类

试题进行如下分析.

1 联系实际类试题涉及的知识内容及难度分布

表1 联系实际类试题涉及的知识内容及难度分布

题号 题型 背景材料 考查的知识内容及规律 难度 分值 所属模块

17 单选题
 体育足球运动中顶球
射门

 考查平抛运动规律、动能定理的简单
应用

中等 6 必修2

18 多选题
 前沿高新技术中航母
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器

 考查力和运动的关系、功和平均功
率,牛顿第二定律、运动学规律的应用

中等 6 必修1,2

19 多选题
 体育运动中赛车过弯
道

 考查圆周运动的最短路程、最小速
率、最短运动时间及向心加速度大小

中等 6 选修1

24 计算题  电磁天平
 考查力的平衡、安培力、法拉第电磁
感应定律、圆周运动

中等 20
必修1,

选修3 2

25 计算题
 回旋加速器中离子束
引出技术(磁屏蔽通道法
和静电偏转法)

 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圆周运
动,考查学生建模能力、应用物理规律
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空间思维
和应用数学工具的能力

较难 22
必修2,

选修3 1

  从表1看出:2015年浙江高考物理联系实际类

试题总分达60分,占物理满分120分的50%,这是

自主命题以来占比最高的一年.中等难度试题为38
分,占60分的63.3%,较难试题为22分,占60分的

36.7%.从难度上看,联系实际类试题没有送分题,

主要是考查学生的能力,突出了试题的考查功能和

区分中等以上水平考生的功能.

2 联系实际类试题分析

2015年浙江高考联系实际类试题强调理论联

系实际,例如第17,18,19,24,25题都强调了在实际

问题中建立物理模型,考查考生对实际问题的分析、

思考及物理建模的能力,运用物理概念及规律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倡导“让物理走进生活,让生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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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物理”的理念.
【例1】(2015年高考浙江卷第17题)如图1所示

为足球球门,球门宽为L.一个球员在球门中心正前

方距离球门s处高高跃起,将足球顶入球门的左下

方死角(图中P 点).球员顶球点的高度为h,足球做

平抛运动(足球可看成质点,忽略空气阻力),则

A.足球位移的大小x= L2
4+s2

B.足球初速度的大小v0= g
2h

L2
4+sæ

è
ç

ö

ø
÷

2

C.足球末速度的大小v= g
2h

L2
4+sæ

è
ç

ö

ø
÷

2 +4gh

D.足球初速度的方向与球门线夹角的正切值

tanθ=L
2s

图1

考点分析:考查平抛运动规律以及空间思维中

的几何关系.
解析:选项A考查足球的空间位移,由几何关

系可知,足球的水平射程

x= s2+L2
4

足球的位移即抛出点与落地点之间的距离

X= h2+s2+L2
4

所以选项A错误.
选项B考查平抛运动的初速度,由足球竖直方

向做自由落体运动满足

h=12gt
2

得 t= 2h
g

沿水平方向做匀速直线运动,由x=v0t,可知

v0=x
t = g

2h
L2
4+sæ

è
ç

ö

ø
÷

2

所以选项B正确.
选项C求解足球的末速度,考查运动的合成与

分解的规律,竖直方向的速度

vy = 2gh
由速度的合成与分解可知

v= v0+vy = g
2h

L2
4+sæ

è
ç

ö

ø
÷

2 +2gh

所以选项C错误.
选项D考查初速度方向与球门夹角的正切值,

需要转化到具体的三角形关系中进行求解,即抛出

点在地面的投影点E与P的连续线与球门线的夹角

θ,作出投影点到球门线的垂线,垂点F、投影点E和

P 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再由几何关系可知

tanθ=2sL
所以选项D错误.

【例2】(2015年高考浙江卷第18题)我国科学

家正在研制航母舰载机使用的电磁弹射器.舰载机

总质量为3.0×104kg,设起飞过程中发动机的推力

恒为1.0×105N;弹射器有效作用长度为100m,推

力恒定.要求舰载机在水平弹射结束时速度大小达

到80m/s.弹射过程中舰载机所受总推力为弹射器

和发动机推力之和,假设所受阻力为总推力的

20%,则

A.弹射器的推力大小为1.1×106N

B.弹射器对舰载机所做的功为1.1×108J

C.弹射器对舰载机做功的平均功率为8.8×

107 W

D.舰载机在弹射过程中的加速度大小为32

m/s2

考点分析:考查力和运动的关系及功和功率问

题.本题以航母舰载机起飞时使用的电磁弹射器为

背景,要求灵活运用牛顿第二定律、运动学规律以及

功和平均功率的计算式.
解析:由题意知,发动机的推力

F1=1.0×10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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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弹射器的推力为F2,阻力为

Ff =(F1+F2)×20%
由牛顿第二定律

F1+F2-Ff =ma
又

v2=2ax
得

a=v2
2x= 802

2×100
m/s2=32m/s2

F2=1.1×106N
即选项A,D正确.弹射器对舰载机所做的功

W2=F2x=1.1×108J
因此选项B正确.由

P=F2v=1.1×106×802 W=4.4×10
7 W

所以选项C错误.
【例3】(2015年高考浙江卷第19题)如图2所示

为赛车场的一个水平“U”型弯道,转弯处为圆心在

O 点的半圆,内外半径分别为r和2r.一辆质量为m
的赛车通过AB 线经弯道到达A′B′线,有如图2所

示的 ①、②、③3条路线,其中路线 ③ 是以O′为圆

心的半圆,OO′=r.赛车沿圆弧路线行驶时,赛车以

不打滑的最大速率通过弯道(所选路线内赛车速率

不变,发动机功率足够大),则

A.选择路线 ①,赛车经过的路程最短

B.选择路线 ②,赛车的速率最小

C.选择路线 ③,赛车所用时间最短

D.①、②、③3条路线的圆弧上,赛车的向心加

速度大小相等

图2

考点分析:考查赛车做圆周运动的最短路程、最
小速率、最短运动时间及向心加速度大小比较,考查

考生的建模能力、观察能力、圆周运动规律的运用能

力,运用对比和计算的能力.
解析:由题可知,赛车所受的静摩擦力提供做圆

周运动的向心力,由“赛车以不打滑的最大速率通过

弯道”知,赛车所受的最大静摩擦力是相同的,那么

最大向心力也是相同的.因此,圆弧的半径不同相应

的最大速率也会不同.可以直观地从图像中判断路

程长短,很明显路线 ② 中的路程最长,路线 ① 中的

路程最短,所以A正确;

选项B考查圆周运动的速率,由于所选路线内

赛车速率不变,由Fn=mv2

r
可知,Fn 相同,路线 ①

中的半径最小,因此路线 ① 中赛车的速率最小,路
线 ②、③中赛车的速率相等,即v1<v2=v3 且v2=

2v1,选项B错误;

选项C在选项A和B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由t=
x
v
,对路线①所用的时间t1=2r+πr

v1
,对路线②所

用的时间t2=2r+2πr
v2

,对路线 ③ 所用的时间t3=

2πr
v3
,比较上述3式可知t1>t2>t3,所以选择路线

③ 赛车所用时间最短.选项C正确;

选项D考查向心加速度,根据an=Fn

m
,且向心

力Fn 都相同,因此 ①、②、③3条路线的圆弧上,赛
车的向心加速度大小相等,所以D正确.

【例4】(2015年高考浙江卷第24题)小明同学

设计了一个“电磁天平”,如图3(a)所示,等臂天平

的左臂为挂盘,右臂挂有矩形线圈,两臂平衡.线圈

的水平边长L=0.1m,竖直边长H=0.3m,匝数为

N1.线圈的下边处于匀强磁场内,磁感应强度B0=
1.0T,方向垂直线圈平面向里.在线圈中通有可在

0~2.0A范围内调节的电流I.挂盘放上待测物体

后,调节线圈中电流使天平平衡,测出电流即可测得

物体的质量.(重力加速度取g=10m/s2)
(1)为使电磁天平的量程达到0.5kg,线圈的

匝数N1 至少为多少?
(2)进一步探究电磁感应现象,另选 N2=100

匝、形状相同的线圈,总电阻R=10Ω,不接外电流,

两臂平衡.如图2所示,保持B0 不变,在线圈上部另

加垂直纸面向外的匀强磁场,且磁感应强度B 随时

间均匀变大,磁场区域宽度d=0.1m.当挂盘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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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为0.01kg的物体时,天平平衡,求此时磁感应

强度的变化率ΔB
Δt.

(a)         (b)

图3

考点分析:本题以“电磁天平”为实际背景,第
(1)问考查通有外接电流线圈的底边在磁场中所受

安培力与重力平衡问题,第(2)问考查闭合回路中

磁通量变化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所受到的安培力

与另一重力的平衡问题;磁感应强度的变化率ΔB
Δt

为多少时,电磁天平才能重新平衡.本题主要考查通

电导体受到的安培力,前者考查的是外接电流在磁

场中受到的安培力,后者考查的是磁通量变化引起

的感应电流在磁场中受到的安培力.
解析:(1)依据题中所提供的“电磁天平”称质

量原理.由于等臂天平的左臂为挂盘,右盘挂有矩形

线圈,两臂平衡,因此左盘放上待测物体后,调节线

圈中电流使天平再次平衡,此时重物的重力等于线

框所受的安培力,即F安 =mg,又由F安 =N1B0IL可

知,N1= mg
B0IL

,当电流I最大时N1 最小,代入数据

求得N1=25匝.
(2)此问提供了垂直于线框平面向内的均匀变

化磁场新情境,导体中的电流通过电磁感应产生,使

天平平衡.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E=N2
Δϕ
Δt

其中Δϕ=ΔBS=ΔBLd,根据F安′=m′g,且F安′=

N2B0IL,I=E
R
,由以上各式可得

ΔB
Δt=0.1T/s

【例5】(2015年高考浙江卷第25题)使用回旋

加速器的实验需要把离子束从加速器中引出,离子

束引出的方法有磁屏蔽通道法和静电偏转法等.质

量为m,速度为v的离子在回旋加速器内旋转,旋转

轨道是半径为r的圆,圆心在O点,轨道在垂直纸面

向外的匀强磁场中,磁感应强度为B.
为引出离子束,使用磁屏蔽通道法设计引出器.

引出器原理如图4所示,一对圆弧形金属板组成弧

形引出通道,通道的圆心位于O′点(O′点图4中未

画出).引出离子时,令引出通道内磁场的磁感应强

度降低,从而使离子从P点进入通道,沿通道中心线

从Q点射出.已知OQ长度为L.OQ与OP 的夹角为

θ.

图4

(1)求离子的电荷量q并判断其正负;

(2)离子从P 点进入,Q 点射出,通道内匀强磁

场的磁感应强度应降为B′,求B′;
(3)换用静电偏转法引出离子束,维持通道内

的原有磁感应强度B 不变,在内外金属板间加直流

电压,两板间产生径向电场,忽略边缘效应.为使离

子仍从P点进入,Q点射出,求通道内引出轨迹处电

场强度E 的方向和大小.
考点分析:本题以使用回旋加速器需引出离子

束为背景,设计了磁屏蔽通道法和静电偏转法引出

回旋加速器中的离子束,不管以哪一种方法引出离

子束,离子束在引出通道中均做圆周运动.第(1)问

考查离子束在原磁场中的匀速圆周运动,利用牛顿

第二定律和左手定则,即可求出离子的电荷量及带

电性.第(2)问考查对磁屏蔽通道法引出离子束这

一原理的理解,难点是如何利用几何关系求解轨迹

半径.第(3)问引入一个新的情境即在原来的磁场

中增加一个径向电场,产生的效果与(2)上的轨迹

相同,即匀速圆周运动.在这个新情境中,要求学生

能够分析提供圆周运动的向心力来源,从而建立圆

周运动模型来解决相关的问题.本题的3个问题层

层递进,第(1)问是基础,第(2)问是过渡,第(3)问

则是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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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题考查学生建立离子束在磁场和电场

中的圆周运动模型的能力,以及灵活迁移运用圆周

运动规律的能力和应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

力.
解析:

(1)根据离子束在磁场和电场中的圆周运动规

律,洛伦兹力提供圆周运动的向心力,即 Bqv =
mv2

r
,得q=mv

Br
,再根据左手定则可知,离子束带正

电荷.
(2)要求学生建立一个离子在匀强磁场中的圆

周运动模型,如图5所示,并用几何方法求解半径

R.当磁场为B 时,其轨迹是以O 为圆心、以OP=r
为半径的圆.当需要引出离子束时,则引出通道内磁

场的磁感应强度降低为B′,使离子从P 点进入通

道,沿通道中心线从Q 点射出,其轨迹是以O′为圆

心、以O′Q=R 为半径的圆.已知 OP=r,OQ=L,

O′Q=R,根据ΔO′OQ 的几何关系

R2=(R-r)2+L2+2(R-r)Lcosθ
可得

R=r2+L2-2rLcosθ
2r-2Lcosθ

再根据圆周运动规律

B′qv=mv2

R

得 B′=mv
qR = Br(2r-2Lcosθ)

(r2+L2-2rLcosθ)

图5

(3)要求建立一个离子在辐向电场中的圆周运

动模型.由于原磁场不变,要使离子束半径增大而被

引出,在两板间加径向电场,是为了减少向心力.因

此,电场力应该指向圆心O′.根据向心力

Fn=Bqv-qE=mv2

R

且q=mv
Br
,得

E=Bv-Bvr
R =Bv- Bvr(2r-2Lcosθ)

(r2+L2-2rLcosθ)

3 联系实际类试题特点及对教学的启示

2015年浙江省高中物理《考试大纲》坚持以能

力立意的指导思想,注重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和思想方法的考查,突出考查理解能力、运用数学知

识分析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和实验探究能力.理论

联系实际,有利于学生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高

校选拔高素质新生、有利于中学物理教学改革,有利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2015年的命题来看,实际类问题难度适中,

更加注重对本质问题的分析.从上述这些实际类试

题的容量来看,2015年浙江卷每道实际类试题所给

的信息量并不大,文字叙述也不多,题干字符数适

中,一改以往让人一看就感到费力难解的状况.特别

是最后一题,看似深奥的高科技,其涉及的物理知识

和原理就是我们高中物理学过的.在这样的实际问

题情境中,没有了复杂的运算,更有利于学生去分析

问题的本质.也更加突出考查学生的建模能力和灵

活运用基本规律、物理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命题的情境与STSE(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相联系,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不再是那种建立在理

想化模型基础上的命题思路,而是用不同的情景、问

题、知识、方法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应用

能力和探究能力,同时能够很好地保证试卷的效度

和区分度.
因此,高中物理教学应该更加注重联系实际,培

养建模能力.当然建模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

要在平时的教学中加以渗透,需要有一个逐渐提高

的过程.特别是在高考一轮复习中要更加注重学生

在现实生活的背景中复习知识.通过联系科技或生

活实际情景的设计,减少复杂运算,培养从背景材料

中建立物理模型的能力,着力提升灵活运用基本规

律、基本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引领他们在解决实际

问题的过程中去分析问题的本质,从而深入地理解

和牢固地掌握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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