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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考试制度对高一物理难教难学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考试对高

一物理难学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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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初中物理成绩相当好的学生一进入高中

后突然就像变得不会学习物理一样,他们惊讶地发

现,在初中物理学习上行之有效的得高分的方法突

然间失去了所有的魔力,于是他们就像无头的苍蝇

一样在物理学习上失去了方向.就笔者的教育经验

而言,此种现象在新课改进行到今天的时候不但没

有减轻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原因当然是多方面

的,但是笔者认为在诸多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至今

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这就是考试.笔者依据自己的

教学经验谈谈高一物理考试对高一物理难学的影响

及应对策略,以求抛砖引玉.

1 问题的提出

高一期中考试后的家长会上诸多家长均对物理

成绩提出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初高中物理成绩会出

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对未来的物理学习充满了迷茫.
这引起了笔者的深深思索.为此笔者对本校和全市

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成绩做了横向和纵向统计对

比,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本市2014年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成绩分析

类别 人数/人 满分/分 最大值/分 最小值/分 平均值/分 标准差/分 标准差系数 得分率

本校 1077 100 98 6 48.33 17.24 0.36 0.48

全市 3845 100 100 4 49.19 18.93 0.38 0.49

示范校 1101 100 100 8 63.63 17.07 0.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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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的步骤、凌乱的笔迹会让教师烦躁不安,从而会

更看重你的弱点,会有扣分的欲望.
(2)逆向思维方式是常用的阅卷方式

评卷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既要保证阅卷质量

又要保证阅卷速度,物理阅卷是分步记分的,实质上

是踩点给分.阅卷过程中,阅卷教师一般是先看解题

的最后结果是否正确,然后才去看具体的解题过程.
因此考生平时要加强计算能力练习,力求会做就要

得满分.对于感觉较难的计算题,如果很难做出完整

的解答,可根据以上的评分标准,围绕问题想好了答

上几点,按步骤由前向后努力争取高分,阅卷过程中

只要有扣题的答题要点,阅卷教师就会给分.切忌胡

乱写上一些与问题无关的东西.
高考要取得好成绩,临场发挥很关键,但答题的规

范性是在平时训练和考试中逐步养成的,如果平时不

注意解题规范,在高考中刻意去注意和追求,只会影响

答题速度和解题思路的展开,最终导致影响考生正常

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要在平时的训练中就注重答题

的规范,把模拟训练当做高考,从心理调节、时间分配、

节奏的掌握、解题规范表达以及整个考试的运筹诸方

面不断调试,逐步适应.也就是平时做到了高考化,高

考才会平时化,从而才能发挥出考生最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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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校连续三年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成绩分析

年度 人数/人 满分/分 最大值/分 最小值/分 平均值/分 标准差/分 标准差系数 得分率

2013 1104 100 93 15 59.11 15.13 0.26 0.59

2014 1077 100 98 6 48.33 17.24 0.36 0.48

2015 987 100 96 24 66.94 11.48 0.17 0.66

  从上述两个表中可以看出高一物理的教学存

在着一定的值得思考的地方.

2 高一物理考试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几次考试及综合笔者多年的教学情况,笔
者认为高一物理考试中存在着几个问题.
2.1 试题脱离学生学习现状

从表1和表2中看出,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

向比较近年来高一物理成绩均分都很低,多次出现

整张试卷的得分率没有超过50% 的情况,这说明试

卷命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脱离高中物理教学实际的

情况.虽然现行江苏物理高考实行的是等级制,在高

考中不计算分数,只以等级作为高校录取的依据,但

是由于高一是高中起始年级,特别是高一上学期依

然处于初高中物理衔接阶段,且高中物理与初中物

理在知识难度、学习能力要求、学习课时、学习方法、

学习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造成了初高中物理的学

习存在比较高的“台阶”,这将会使还处于摸索阶段

的高一学生在物理学习上面临诸多困难,从而不可

能一下子完全适应高中物理的学习.在这种情况下,

试卷难度加大导致大面积的低分群出现必然会影响

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刚进入高一时就

在物理学习上遭到一记闷头棍打击,从此失去物理

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热情迅速下降,甚至出现自暴自

弃情况,表中出现的最低分只有几分十几分,标准差

系数出现较大数值的现象也说明了高一上学期的物

理学习中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过

早的两极分化将会使得高一阶段学生的物理学习出

现撕裂,那些每次考试只得很少分数的学生将会对

物理极其失望,将会对物理学习失去动力,物理成绩

将进一步下滑,造成恶性循环之后将会彻底放弃物

理,进而会将精力放在学习之外的地方,给学生管理

工作同样也带来极大的压力.

2.2 试题超越课程标准对高一阶段的要求

课程标准规定了基本的学习内容和通过教学应

该达到的基本能力要求,是高中物理教学活动的起

点和归宿.高中物理课程标准的制定是基于三年物

理学习之后要达到的目标要求,不是高一初学阶段

就要达到的目标.笔者在对高一物理阶段测试试卷

多次研究后发现每次考试中均有多道试题超过高一

物理学习的要求,特别是一些重难点知识的要求明

显超标,这对高一物理的教学起到了不好的引导作

用,今后教师为应付考试必然会在高一阶段就加大

教学难度,试图一步到位.例如加速度是高中生最早

遇到全新概念之一,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

在第一章运动学中进行初步的学习,在牛顿定律中

还要继续学习,在后面的曲线运动中依然要继续学

习,每次的学习都会提升对加速度概念的理解和具

体应用水平.由运动到受力,由直线到曲线,从知识

建构角度来说属于螺旋上升结构,符合学生的认识

水平和能力结构.如果我们试图在运动学中就加深

对加速度的理解和应用势必造成学生对加速度本质

属性的不清晰,此时的夹生饭对后续学习造成不可

挽回的负迁移.再如矢量的学习也同样如此,学生在

初中没有学过矢量概念,也不了解矢量的运算法则,

学生脑海中只有代数值的运算,没有方向性运算的

概念,这样的一个前概念对现有学习肯定造成负迁

移.课标上虽然提出矢量的学习要求,但不是要求在

高一阶段就达到,如果我们在高一上学期阶段考试

中就对矢量运算提出过高要求,无论是教师对这个

概念的教学还是学生对这个概念的学习就很有可能

属于流于形式,并没有从这个概念的学习中追忆到

多少物理学的思维发展历程,体会到多少科学的思

维方法,培养了多少科学思维的能力,有的只是单纯

的知识而且是强迫自己接受,学习效果可想而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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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高一物理试卷在命题中

出现了超越高一阶段课程标准要求和超过学生现有

学习情况的倾向,反映在试卷成绩上就出现了均分

值的严重偏低和很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我们知道,

“考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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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我们高一物理的考试出现

了问题,今后教师为适应考试将会加大教学的广度

和深度,这进一步人为抬高了初高中物理学习台阶

的跨度,加大了学生初高中物理衔接阶段学习的难

度,使得学生在高一阶段就出现了厌学物理的倾向,

不利于学生的物理后续学习.通过对高一物理考试

研究,往往能够对高一物理的学习提供有效的支持

和帮助,从而帮助学生摆脱题海战术的桎梏,有更多

的时间去消化吸收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为此,笔者对

高一物理考试提出如下建议.

3 对高一物理考试的建议

3.1 加强对课程标准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物理课程标准是物理教学的起点

和归宿,所有物理教学都要遵循课程标准的要求.高

中物理课程标准是对整个高中物理学习的基本要

求,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将课程标准整体要求分解到

3个年级,通过高一、高二、高三的阶段要求来最终

实现整体要求.高一考试的命题往往是由高二或者

高三教师单独或者多人合作完成,这些命题教师往

往是站在整个高中的高度之上来进行命题,超过了

高一阶段课程标准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可以在课

程标准解读上对每个年级的学习难度做出限定.笔

者非常欣赏浙江省的做法,浙江省在《浙江省高中物

理学科教学指导意见(2009版)必修1部分》中明确

提出将高一阶段每个章节的要求分3部分:基本要

求、发展要求、说明.在说明中特别指出哪些不做要

求,哪些在考查过程中有限制.比如在时间和位移教

学要求中明确提出“本章只要求一维情况下的位移

矢量运算”[3].如果命题者对课程标准有较深入的研

究,就知道课程标准设此限制的含义,就是害怕教师

在实际教学中加重矢量教学的难度,对学生来说,矢

量是一个全新的物理量,新事物的接受要有一个过

程,我们应该从一维矢量的运算逐步入手,随着学习

的深入而逐步提高,而不能试图一步到位.因此当明

确了考试范围和难度以后,命题者在命题时就会有

所注意,在高一上学期对矢量的考查就会降低要求.

教师在教学中也会根据考试的反馈降低自己的教学

要求,学生的学习负担也会相应降低,不至于在刚进

入高中物理学习时就晕头转向,失去方向和信心.

3.2 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少考知识深度 注意

多挖掘能力考查

近年的高考试卷已经明显体现出了重能力考查

轻知识难度考查的趋势,但是在高一阶段性考试中

还是可以经常发现有些题目的考查明显超出了学生

当前的学习能力,这样的题目出现在试卷上说明命

题者没有很好地把握学生的学习现状,给后续的教

学带来不好的影响.学生的学习现状是一个动态的

生成过程,每一届学生有属于他们这一届独特的印

记,每一个学校也有其自身的教学特点,大范围的命

题比如全市性的统考,要符合全市大部分学生的学

习现状,不能拿几年前的要求来要求现在的学生,也

不能用一个处于全市顶端学校的学生状况来衡量全

体学生.诚如前文所述,高一考试的命题者往往是高

年级教师,而且往往是四星学校的高年级教师,他的

教学环境和学生素质决定了他出手的高低.这样的

命题对高二下学期以后的物理学习可能是合适的、

有利的,但是对高一上学期的物理学习来说笔者认

为有待商榷.因为高一学生刚进入高中物理的学习,

他们还处于高中物理学习的门外汉阶段,至多一只

脚跨进物理之门,能很快适应高中物理学习的学生

毕竟是少数.他们的高一物理学习状态是模糊的,对

概念的把握很多时候是模棱两可的,对物理规律的

灵活应用还没有完全熟练,物理素养还是比较低的,

物理学习能力还有待提高.此时我们在命题上应该

少进行难度上的挖掘,更多注重四基(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的考查,让每一

次的考试成为学生学习信心的来源,形成考试对学

习的正反馈,让学生的物理学习进入一个螺旋上升

的良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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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合理安排考试时间

目前的教学形态下,试卷的考试形式依然是对

学生进行学业评价的主要方式,考试对教学的反作

用也日益引起重视.很多学校除了参与重大阶段性

考试外自己还组织经常性的小考,比如以周练、自我

检测等形式进行.既然考试,从考试的真实有效性角

度出发,组织者必然要做出周密的安排.笔者发现,

凡是高一物理进行到关键阶段必然面临着考试,为

应付考试将会打断正常的教学顺序和节奏,比如上

学期的牛顿定律的学习会被期中考打断,曲线运动

中的平抛运动会被期末考试打断,更加不要说学校

组织的月考、周练了.考试成绩是一个教师教学水平

的重要体现,更加可能和教学的考核挂钩.为了在考

试中出成绩,教师要加快教学进度,削减实验时间,

甚至要停课复习.一个重要知识点或者能力培养的

关键点被考试人为打断,造成知识接受和能力培养

的碎片化、断层化.正常的教学节奏被打断,学生的

知识接受和能力培养失去了连贯性,造成了学生对

像牛顿定律和平抛运动这类重要知识的掌握出现重

大缺陷,影响到学生其他相关知识的学习,人为增加

了学生的物理学习困难程度.因此,笔者建议教育研

究部门,多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角度出发合理制

定教学计划,合理安排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

4 结语

虽然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要改变以前的“一元

化的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4];改变结

论性的评价体系建立起过程性的评教体系.但是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理论和实际存在着脱节,纸张性的

考试依然在评价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每个教

育参与者都非常重视纸质考试.高一阶段是高中物

理学习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对学生适应高中物理

学习,培养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基本物

理素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物理考试对学生的学

习起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试题的点滴变化都会直接

影响到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我们要合理安排考试

时间,在考试的命题上要摒弃高难度题目,多拓展学

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学生通过考试

提高对物理的学习兴趣,增强物理的学习信心,让学

生多体验物理知识的形成过程,深刻感悟物理,最终

形成物理能力,为学生的广阔未来打下一个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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