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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中考试题的难易程度、各种题型的分布情况、题目素材的选取来源等,往往成为初中物理教学的风

向标.本文通过对中考物理命题策略的研究,提出一些措施和建议,期望能回归“有利于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并提升学

生科学素养”的中考命题初衷,摆脱题海战术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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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大部分省市的中考均采用初中毕业和高

一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的形式.中考的指

导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有利于”上,即有利于实施

九年制义务教育,大面积提高初中教学质量;有利于

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利于新课

程的推进和实施;有利于高一级学校选拔合格的新

生.基于上述思想,物理中考在注重基础知识、基本

概念和基本规律考查的同时,也重视科学探究能力

及运用物理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
物理中考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要风向标,其对

教与学的导向作用直接而明显.通过研究物理中考

的命题策略,往往能够对初三物理的复习教学提供

有效的支持和帮助,从而摆脱题海战术的桎梏,将学

生从题海中解放出来,让学生的复习更加有针对性,

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吸收所学的知识与技能.笔
者参加了无锡市2013和2015两年的物理中考命题

工作,对于中考命题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本文基于近年来无锡市中考物理的命题实践,

从“考查的依据”、“较难试题的命制策略”、“科学探

究类试题的命制策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类试

题的命制策略”及“命题素材的来源”5个方面阐述

中考物理的命题策略,供同行探讨.

1 考查的依据 ——— 课程标准

课程标准规定了基本学习内容和应达到的基本

要求,是教学活动的起点和归宿.基于课程标准,考
查的内容和要求与课程标准的规定相一致,就是命

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命题过程中应杜绝超越课程

标准要求的选拔.
【例1】电磁波是一个大家族,如图1是它们的

家族谱.对电磁波的认识,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图1

A.可见光也是一种电磁波

B.红外线比紫外线的频率低

C.真空中不同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不同

D.电磁波的频率越高,波长越短

评析:“知道波长、频率和波速的关系”这一知

识点,因为高中还要学习,课程标准(2011版)在修

订时已删去“的关系”3字,改为“知道波长、频率和

波速”.因此本题中的选项D“电磁波的频率越高,波
长越短”不属于考查内容.

图2 工人用滑轮组提升重物

【例2】如图2,质量为60kg的工人用滑轮组提

升重物,每个滑轮的重力均为50N,求
(1)用滑轮组让重力为250N的物体匀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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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的过程中,人做的有用功为多少?
(2)若绳子能够承受的最大拉力为400N,重力

提升过程中绳子重和摩擦对应的额外功始终占总功

率的10%,求滑轮组的最大机械效率.
评析:课程标准中关于“机械效率”这一知识点

的要求,原来是“理解”,修订后调整为“知道”.降低

了能力要求,目的在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而本题

中额外功的组成包括克服绳子自重做功和克服摩擦

力做功过于复杂,同时要求的滑轮组的“最大”机械

效率,学生解题时分析最大机械效率往往会较为困

难.表明命题者没有理解课程标准修订的目的.

2 较难试题的命制策略

物理中考试题中,为了满足高级中等学校的选

拔要求,需要命制一定数量的有区分度的“难题”.这
类题目应具有如下的特点:

(1)有合适的背景材料;
(2)能突出能力的考查;
(3)题目信息呈现的形式应多样化;
(4)要有较强的综合性.

2.1 能力考查的生长点在哪里

那么能力考查的生长点在哪里,课程标准给出

了界定.课程标准通过对“行为动词”进行界定,明
确了对各科学内容的具体要求.其中属于理解层次

的科学内容包括:1.2.3通过实验,理解密度.解释

生活中一些与密度有关的物理现象.2.2.5用物体

的惯性解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2.2.7通

过实验,理解压强.3.4.2理解欧姆定律.3.4.5结合

实例理解电功和电功率.属于认识层次的科学内容

包括:2.2.3认识力的作用效果.2.2.5通过实验,认
识牛顿第一定律.2.2.9通过实验,认识浮力.2.3.1
通过实验,认识声的产生和传播条件.2.3.5认识凸

透镜的会聚作用和凹透镜的发散作用.2.4.2通过

实验认识磁场.3.1.2通过实验,认识能量可以转移

或转化.3.1.3结合实例,认识功的概念.3.4.1从能

量转化的角度认识电源和用电器的作用[1].因此,难
题应该从上述科学内容尤其是理解层次的内容中产

生.
2.2 能力考查的侧重点如何选取

那么作为试卷中的难题,如何选取能力考查的

侧重点呢? 通过以下两个例题的分析或许可以找到

答案.
【例3】如图3,电源电压为U,且保持不变,R0是

定值电阻,R′是可变电阻,根据物理公式并运用数

学方法进行推导并讨论:
(1)要使R′的功率P′最大,R′应取何值? 为什

么?
(2)此时R′的功率P′最大值是多少?

图3

解: P′=I2R′= U2R′
(R′+R0)2=

U2R′
(R′-R0)2+4R′R0

=

U2

(R′-R0)2
R′ +4R0

讨论:要使P′最大,(R′-R0)2
R′

应最小,即

(R′-R0)2
R′ =0

答:(1)当R′=R0 时,P′有最大值.

(2)最大值为P′=U2

4R0
.

评析:本题要完成一系列的推导和变换,需要较

高的代数技巧.其考查的重点和难点放在了数学推

导上.而物理中考,应该将重点和难点放在考查对物

理知识、方法及技能的掌握程度上.因此本题作为中

考难题,其考查的角度值得商榷.
【例4】小明家新添一台变频空调,部分参数如

表1所示.
表1 变频空调部分参数

型号 ———

功能 冷暖(辅助电加热)
制冷功率P冷/W 变化范围100~1400
制热功率P热/W 变化范围180~1700
制冷量P冷′/W 变化范围450~3800
制热量P热′/W 变化范围800~5000

电辅热功率P辅热/W 1000
电源电压/V 220

制冷室外环境温度/℃ 不高于43
制热室外环境温度/℃ 不低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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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制冷(热)功率表示该空调制冷(热)时单

位时间内所消耗的电能.制冷量表示单位时间内空

调从室内空气吸收的热量;制热量表示单位时间内

空调向室内空气放出的热量.该空调另设电辅热功

能,可以辅助制热,以弥补单靠空调压缩机工作制热

不足的问题.该空调的制冷(热)量有一个变化的幅

度,工作时,空调可自动调节制冷(热)量.当室温和

空调的设定温度相差较大时,变频空调一开机,即以

最大功率工作,使室温迅速达到设定温度;当室温快

速达到设定温度后,空调的制冷(热)量随之减小,

以维持室温基本不变.
(1)夏天的某一天,假设该空调开机后以最大

制冷功率工作0.5h,使室温降至设定温度;然后,空
调又以某一恒定的功率工作了2.5h.全过程空调消

耗的电能为1.8kW·h,则

1)空调前0.5h消耗的电能是多少?

2)后2.5h通过空调的电流是多少?
(2)冬天用该空调将室温从2℃ 调升至22℃,

至少需要多少时间? [室内空气质量为60kg,空气

的比热容为1000J/(kg·℃)]
(3)空调设计的制热功率大于制冷功率,其原

因可能是什么?

评析:本题对学生阅读文本、提取归纳信息的能

力有较高的要求.第(3)问学生较难准确作答,反映

出学生通过合适的渠道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关注科

学、技术、社会之间联系的意识的不足.本题中难点

的考查放在了信息提取与加工方面,而从文字叙述

到数学语言是物理表达的重要路径,也是对学科素

养的高层次考查.

3 科学探究类试题的命制策略

考查科学探究应该侧重于检测学生进行科学探

究的能力.选择有探究价值的科学问题设置情境,考
查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运用知识的

水平和各种探究能力,既是必要的,也是现实可行

的.
那么探究题的素材如何选取? 应着重考查哪些

探究能力? 课程标准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课程标准

指出:学校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实验器材,努力开发适

合本校情况的实验课程资源,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动

手多做实脸.为了便于发挥评价对教学的导向作用,

列出了学生必做的实验项目.
(1)用刻度尺测量长度、用表测量时间;
(2)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
(3)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
(4)用常见温度计测量温度;
(5)用电流表测量电流;
(6)用电压表测量电压;
(7)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
(8)测量水平运动物体所受的滑动摩擦力;
(9)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
(10)探究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11)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
(12)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
(13)探究光的反射规律;
(14)探究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
(15)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16)连接简单的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17)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18)探究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
(19)探究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产生感应电流

的条件;
(20)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同时课程标准对各个科学探究要素提出了能力

考查的基本要求(节选),如表2所示.
表2 基本要求

科学探究要素 科学探究能力的基本要求

提出问题

◇ 能从日常生活、自然现象或实验观察

 中发现与物理学有关的问题.
◇ 能书面或口头表述发现的问题.
◇ 了解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在科学

 探究中的意义.

…

3.1 考查学生提出猜想的能力

在不少课堂上,学生可能忙于收集数据,进行解

释和求证的活动,但如何根据有限的线索确定研究

活动进行的方向,如何在不止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

面前做出判断和选择,这些对于探究至关重要的内

容却多由教科书或教师所包办,留给学生探究的空

间很小.
【例5】(2012年无锡市中考题)小明发现,在使

用如图4所示的装置做碘的升华实验时,很容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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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碘的熔化.针对上述不足,小明与他的同学们讨论

后将实验进行改进:将装有固态碘的玻璃管放入沸

水中,玻璃管中很快就有紫色的碘蒸气产生,并排除

了碘熔化的可能性.实验表明在碘升华和熔化时需

要 热量.是什么因素影响碘的升华或熔化,

你的猜想是 .

图4

评析:选择有探究价值的科学问题设置情境,考
查学生提出猜想的能力,能引导教学真正关注学生

探究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有机会体验真正意义上的

科学探究.
3.2 考查学生设计和实施实验的能力

为了验证猜想,需要设计和实施科学实验进行

科学的观察和测量.这也是科学探究有别于其他一

般探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例6】(2013年无锡市中考题)晴天正午,小明

与同学从树荫下走过时,发现地面上有许多大小、形
状不同的光斑,如图5所示.光斑形状与什么因素有

关呢? 光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对此他们马上进行

了探究.他们猜想光斑形状:

a.与树叶形状有关,光斑是树叶的影子;

b.与树叶间空隙形状有关;

c.与树叶间空隙大小有关.

图5

(1)根据所学知识,可确定猜想a (选填

“合理”或“不合理”).
(2)为进行探究,他们制作了甲、乙、丙、丁4张

带孔卡片,如图6所示.其中,甲、乙卡片中小孔的尺

寸均为3mm,甲、丙、丁卡片中大孔的尺寸均大于2

cm,且丙、丁卡片中大孔尺寸相同.在进行探究时,

他们在地上铺上一张白纸,把带孔的卡片置于上方,

让太阳光透过卡片上的孔,观察纸面上出现的光斑

形状.

图6

若让你在甲、乙、丙、丁4张卡片中选择一张卡

片来证实“光斑形状与树叶间空隙形状有关”,应选

用 卡片.
在探究“光斑形状与树叶间空隙大小是否有关”

时,小明选用甲卡片进行实验探究,发现白纸上得到

4个圆形光斑,由此得出“光斑形状与树叶间空隙大

小无关”的结论,这结论 (选填“可靠”或“不
可靠”).若由你进行探究,你将如何设计带孔的卡

片? 请在图(7)虚线框内画出孔的形状.

图7

(3)通过探究,他们得到了以下结论,其中错误

的是

A.通过小孔形成的圆形光斑是像,通过大孔形

成的光斑不是像

B.小孔形成的光斑与小孔的形状无关,大孔形

成的光斑与大孔的形状有关

C.小孔和大孔所形成的光斑,其大小均与孔到

地面的距离有关

D.不管光斑是不是像,它们都是由光的直线传

播形成的

评析:本题的第(2)问编制了不同的方案供选

择来验证新猜想,同时通过对新的问题进行分析,通
过作图的方式来直观阐述设计的方案,为探究类题

型中的实验设计环节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考查方案.
——— 考查设计能力的途径之一:提出新的探究问

题,请学生设计实验方案.
【例7】汽车超载和超速往往给公路交通带来很

大安全隐患.为了模拟研究这一问题,小敏同学设计

了如图8所示的探究实验:让A,B,C3个小球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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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一斜槽不同位置由静止滚下,推动原来静止在

水平面上的小木块运动一段距离后静止.已知mA =
mB <mC,hA =hC >hB,回答下面问题:

(2)用来研究超载安全隐患时,我们应选择图

8(a)和图 所示实验;
(3)用来研究超速安全隐患时,我们应选择图

和图 所示实验.

图8

评析:本题根据所需要探究的问题,采用控制变

量的方法,对实验所涉及的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选

择,考查了学生对实验方法、实验设计的的内化程

度.——— 考查设计能力的途径之二:根据探究问题,

选取器材,控制变量

【例8】学习了功率的知识后,小明和几位同学

准备开展“比一比谁的功率大”的活动.他们设计了

3套方案:

(1)测量出各自的体重、爬楼用的时间和爬楼

的高度,算出爬楼的功率并进行比较;

(2)控制爬楼的时间相同,测量出各自的体重、

爬楼的高度,算出爬楼做的功并进行比较;

(3)控制爬楼的高度相同,测量出各自的体重、

爬楼的时间,算出体重和时间的比值并进行比较.可

行的是

A.只有(1)    B.只有(1)、(2)

C.只有(2)、(3)  D.(1)、(2)、(3)都可以

评析:本题给出了几种不同的实验方案,学生只

要对计算爬楼功率的相关知识掌握良好,就能从各

种方案中找出正确的答案.——— 考查设计能力的途

径之三:给出实验方案,评估哪些方案能达成目的.

3.3 考查学生分析论证的能力

实验结论并不是做了实验就会自动获得,从实

验的原始数据到实验结论之间,要准确地对实验数

据进行表达、解释,从中发现规律、得出结论.
【例9】人们发现汽车在行驶中所受到的空气阻

力Ff 与汽车迎风面积S 和汽车行驶速度v有关.研
究人员通过实验得到有关数据如表3所示.(表3为

汽车行驶速度v=20m/s时空气阻力Ff 与迎风面

积S的有关数据,表4为迎风面积S=4.0m2时空气

阻力Ff 与汽车行驶速度v 的有关数据)

表3 汽车迎风面积与空气阻力的有关数据

S/m2 1.0 2.0 3.0 4.0

Ff/N 103 206 309 412

表4 汽车行驶速度与空气阻力的有关数据

v/(m·s-1) 10 20 30 40

Ff/N 103 412 ▲ 1648

  (1)由表3数据可知:汽车行驶速度一定时,空
气阻力与迎风面积成 关系.

(2)表4漏填了一个数据,漏填的数据应为

N.
(3)汽车在行驶时所受到的空气阻力除了与上

述因素有关外,还可能与 有关.
(写出一个因素即可)

评析:本题的第(1)、(2)问中,需要学生采用控

制变量的方法,分析表格中所给出的数据,找到对应

的关系.——— 考查分析能力的途径之一:根据图表

数据,得出实验结论.
【例10】某同学在体育活动中,从铅球下落陷入

沙坑的深度情况猜想到:物体的重力势能可能与物

体的质量、下落高度和运动路径有关.于是设计了如

图9所示的实验:用大小、形状相同的A,B,C,D4
个铅球,其中A,C,D3球的质量为m,B 球质量为

2m,让A 和B 两球从距沙表面高H 静止下落,C球

从距沙表面高2H 静止下落,D 球从距沙表面高2H
的光滑弯曲管道上端静止滑入,最后从管道下端竖

直地落下(球在光滑管道中运动的能量损失不计).
实验测得A和B 两球陷入沙深度分别为h1 和h2,C
和D 两球陷入沙深度均为h3,且h1 <h2 <h3.

(1)本实验中,铅球的重力势能大小是通过

来反映的;
(2)比较A 和B 两球,发现B 球陷入沙深度更

大,由此可得出结论: ;
(3)比较A 和C 两球,发现C 球陷入沙深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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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由此可得出结论: ;
(4)比较C 和D 两球,发现两球运动的路径不

同,但陷入沙深度相同,由此可得出结论:物体的重

力势能与物体运动的路径 (选填:“有
关”或“无关”).

图9

评析:本题的第(4)问中学生只要有控制变量

的意识以及找到所对应的的实验现象,就能轻松得

出结论.——— 考查分析能力的途径之二:对探究结

果进行描述或解释.
3.4 小结

从上述例题中我们不难发现,要考查科学探究,

通常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策略:
(1)注重对操作过程、实验设计等方面的考查,

使“讲实验”在考试中难以奏效.
(2)对教材中常见实验进行改进后再考查.
(3)注重对实验失败原因剖析的考查.
(4)考查实验条件的控制方法以及在实验条件

变化时对实验结果的预测和分析,考查灵活运用知

识和创新的能力.
(5)注重对实验过程的考查.
(6)注重对实验思想方法的考查.

4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类试题的命制策略

4.1 基础知识的命题策略

基础知识是对学生初中阶段所学知识的最好检

验,是学生必须达成的最低学习目标,在中考中难度

系数通常控制在0.9左右.对于基础知识的命题一

定要明确两点:
(1)考基础知识不等于考机械记忆.
(2)考基础知识不等于考生活常识.
【例11】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力的三要素的是

A.力的大小    B.力的方向

C.力臂  D.力的作用点

评析:本题基本未对教材的表述作什么改变,是
一种直截了当的记忆类试题.实际上,将考基础变成

了考记忆.
【例12】教室内安装有8盏日光灯,由一个开关

控制,它们同时亮同时熄灭.这8盏灯的连接方式是

A.串联       B.并联

C.串联或并联    D.无法判断

评析:课堂教学中常常听到老师强调“生活中的

电路都是并联的”,学生仅凭记忆即可直接机械作

答.不联系情景,不分析串并联的特点,对学生的认

知发展没有实质的意义.
【例13】飞机黑匣子的电路等效为两部分.一部

分为信号发射电路,可用等效电阻R1 表示,用开关

S1 控制,30天后自动断开,R1 停止工作.另一部分为

信息存储电路,可用等效电阻R2 表示,用开关S2 控

制,能持续工作6年.如图10所示等效电路正确的是

图10

评析:紧密联系飞机失事的新闻热点,学生需掌

握串并联电路的特点逐一分析是否满足情景要求.
机械记忆,在这类试题面前就不奏效了.
4.2 基本技能的命题策略

按照认知心理学分类,技能分为操作技能和智

力技能.操作技能很难通过纸笔进行考查.所以通常

命题时可以考科学方法,它反映了学生对智力技能

理解的深化.但是,考科学方法不等于只考其名称.
【例14】下面是4位同学对所学部分物理知识

总结的连线情况,其中完全正确的是

A.③④  B.②④  C.①②  D.①④
① 研究内容与用到的方法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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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本题 ① 的信息中脱离具体情景让学生来

指认方法,实际上考查的不过是科学方法的名词而

已.科学方法贵在运用,看学生有没有掌握一种方

法,关键要看他碰到实际问题时,会不会使用它.
【例15】日本八户市中学生友好交流团访问兰

州市某中学时,一位日本同学发现他随身携带的一

个旅行电热壶不能在兰州使用.这个电热壶的铭牌

如表5所示.
(1)请问该电热壶为什么不能在兰州使用?
(2)请你设计一种不改造电热壶而又能使用其

的方法(简要叙述).
(3)请计算该电热壶正常工作5min后消耗的

电能是多少焦?

表5 电热壶的铭牌

额定电压/V 110

额定功率/W 500

容积/L 1

  评析:本题所述的“无奈”,购买进口电器的人有

时也会碰到.解决的办法往往是配一个220V转110
V的电源适配器,而不是串联一个电阻.因为电阻既

要发热浪费能量,又要考虑这样做的危险性.而根据

目前最新的信息是,从日本购进的电器工作电压往

往是一个范围而不是定值,在国内使用时并不需要

额外的电源适配器.

5 命题素材的来源

5.1 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素材

【例16】(2012年无锡市中考题)地沟油中含有

杂质及有毒物质,很多人猜想它的密度应该比正常

食用油的密度要大.为了验证这种猜想,小明找到质

量为0.46kg的地沟油,测出其体积为0.5L,该地

沟油的密度是 kg/m3;能否用密度这一指标

来鉴别地沟油,请说明理由 .(已知正常食用

油的密度约为0.91×103kg/m3 ~0.93×103

kg/m3)

评析:联系社会热点,体现“由物理走向社会”

的理念,彰显学好物理有助于科学决策的价值.
5.2 从科技新闻中发掘素材

【例17】我国第一位“太空教师”王亚平通过物

理实验,展示了飞船内部物体在失重(相当于物体不

受重力)情况下的物理现象.王亚平利用小球做了

两次实验:第一次实验时,将小球偏离竖直位置后放

手;第二次实验时,将小球偏离竖直位置后,在放手

时对小球施加一个垂直于悬线的力.图11中的4幅

图表示小球在这两次实验中可能出现的运动情况,

其中符合实际的是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图11

评析:本题从太空授课的新闻中来,能联系社会

科技的热点,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会迁移,用所学知识

解释相关现象.
5.3 从技术产品中挖掘科学知识应用的素材

在例4中,涉及到变频空调及其参数.编制本题

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留意物理知识在技

术产品中的应用.

6 结语

中考物理试题的命制,体现了命题教师对于新

课程的理解.命题质量的点滴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

考生的升学,影响着今后初中物理教学的方向.因此

命题者应牢牢把握好中考物理的命题方向,而一线

物理教师也应当深入研究中考物理的命题策略,用
最有效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的物理学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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