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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被喻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的指挥棒,对基础教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上海(浙江)作为率先试行

高考综合改革的城市之一,由原来的“3+1”模式改成了“3+3”模式,并将在2017年高考实施.新高考方案中,高中

物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新方案下的高中物理教学,根据物理学科的特点和不

同类型学生对学习物理的需求,重新审视已有的高中物理教学方式,并有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避免进入“穿新鞋走

老路”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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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14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

要求上海市和浙江省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

案,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

施.2014年9月22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公布高考综

合改革实施方案.从2017年起,上海高考招生不再

是“一考定终身”,将采用语数外3门科目统一高考

加上3门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的“3+3”办法.
其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6
门科目将设合格性和等级性考试,高中学生在完成

基础型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可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

选择学习其中3门科目并参加相应的等级性考试.
事关高考,多少家长和考生在热切关注,新方案

中的考试科目、分值、方式等的变化,尤其令人关注.
作为一线的高中物理教师,根据新方案,更新育人理

念,研究新方案下的高中物理教学应对策略,就显得

极为重要.与以往的高中物理教学相比,笔者认为,

在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应该作

出相应的变化.

1 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以课标为准

相对于“3+1”时代,物理满分150分与语、数、

英3门学科同分,且物理学科是“+1”科目里的领头

羊,近几年在选学物理比例逐年减少的情况下还有

30%的占比.现在物理作为等级考,总分只有70分,

其成绩按等级评定,而且实际差距只在30分的区间

内,物理学科成绩在高考总分中的权重明显削弱,区

分度也明显降低,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摆脱“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这一应试教育的黄金定律.作为一线

教师,新高考下物理怎么教? 教到什么程度? 这些

问题一下子摆在了教师面前,“3+1”时代,教师基

本是遵循“高考考什么,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

的模式,而课程标准只是在写文章时作为一种应景

的工具而已.《2014上海市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提

出:合格性考试内容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的基础

型课程要求为依据;等级性考试内容以普通高中课

程标准中的基础型和拓展型课程要求为依据.因此,

教师必须研读课标,针对不同的学习群体,制定符合

学生需求的教学设计,实施符合综合改革精神的教

学.
以电磁感应知识板块为例(表1),在知识体系

中,它以感应电动势为核心,围绕法拉第电磁感应定

律与楞次定律,揭示了电场和磁场间的相互联系与

转化的统一性.在“3+1”时代,电磁感应知识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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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考的热点、重点内容,也是广大师生舍得花大量

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攻坚的核心知识,甚至不少学

校在高二年级就把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 Ⅰ、拓

展型课程 Ⅱ 中的内容和要求一步到位地在教学中

灌输了下去,师生都把电磁感应作为高考中最难、综

合性最强的任务在进行教与学.
表1 课程标准中“电磁感应”板块调整前后比较

课程标准调整前

学习内容 学习水平 课程属性
课程标准调整后(试行稿)

电磁感应现象 A 基础型课程 不变

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 B 基础型课程 不变

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学生实验) B 基础型课程 不变

右手定则 B 基础型课程 不变

导体切割磁感线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C 拓展型课程 Ⅰ 不变

楞次定律 B 拓展型课程 Ⅰ 不变

研究磁通量变化时感应电流的方向 C 拓展型课程 Ⅰ 不变

用DIS研究回路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

与磁通量变化快慢的关系
B 拓展型课程 Ⅱ 删除

  研读课标,我们不难发现,基础型课程中课标

对电磁感应现象只是A级要求,即能识别和记忆学

习内容,是对知识的初步认识;对感应电流产生的条

件、右手定则也只是B级要求,即能初步把握学习内

容的由来、意义和主要特征,是对知识的一般认识;

而导体切割磁感线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楞次定律

等需要运算及高度抽象的知识是在拓展型课程 Ⅰ
或拓展型课程 Ⅱ 中,只有参加“+3”等级考的学生

才会涉及.因此,不受往年高考试题的影响,依据课

标,准确落实教学内容和要求,是面对新高考的首要

任务.
【例1】(2014年高考上海卷第33题)如图1所

示,水平面内有一光滑金属导轨,其MN,PQ边的电

阻不计,MP边的电阻阻值R=1.5Ω,MN 与MP的

夹角为135°,PQ 与MP 垂直,MP 边长度小于1m.
将质量m=2kg,电阻不计的足够长直导体棒搁在

导轨上,并与MP 平行.棒与MN,PQ 交点G,H 间

的距离L=4m.空间存在垂直于导轨平面的匀强磁

场,磁感应强度B=0.5T.在外力作用下,棒由GH
处以一定的初速度向左做直线运动,运动时回路中

的电流强度始终与初始时的电流强度相等.
(1)若初速度v1=3m/s,求棒在GH 处所受的

安培力大小FA;

(2)若初速度v2=1.5m/s,求棒向左移动距离

2m到达EF 所需时间Δt;

(3)在棒由GH 处向左移动2m到达EF处的过

程中,外力做功W =7J,求初速度v3.

图1

由2014年高考上海卷第33题的分析(表2)可

知,在“3+1”时代,物理学科命题是根据普通高中

课程标准和高等学校人才选拔要求,科学设计试题

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

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命题

中考查的知识点、考查等级要求超出课程标准在所

难免,就如上例中,考查内容大部分属于拓展型课程

内容,考查的能力要求普遍较高,其中对法拉第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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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定律、动能定理的考查要求明显超出了课标要

求的学习水平.而上海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说“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严格按照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命

题”,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应该包括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与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因此,教师要大胆消

除“3+1”时代高考命题思路的影响,依据课程标

准,冷静、理性地面对高考综合改革,准确把握教学

的内容和要求.
表2 2014-33题考查要求与课标(调整前)对比

知识内容 学习水平(课标) 课程属性 考查要求

33 1

切割产生感应电动势 C 拓展型课程 Ⅰ C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D 拓展型课程 Ⅰ C

安培力计算 B 拓展型课程 Ⅰ B

33 2
磁通量 B 基础型课程 B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B 拓展型课程 Ⅱ C

33 3
动能定理 C 拓展型课程 Ⅰ D

电功 B 基础型课程 B

2 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以方案为标

2.1 设置课程超市 满足学生个性需求

“3+3”模式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改革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高中阶段学生个性初显和才

华初露的特点,强调“增加学生选择权”,不但赋予学

生课程选择权,还赋予了学生课程组合权,让学生将

自己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物理学科既要

保证全体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又要

有大部分学生参加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课程标准

在原有基础上做了较大的调整,学业课时相应减少,

课程设置向知识的“宽”与“综”的方向发展,要求学

生具有宽广的知识面,以考查学生的全面素质结构,

这与高校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相吻合的.

为此,如果我们还抱着“课程标准配置”不放,就很

难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需求,比如部分学生只

参加合格性考试,部分学生会参加等级性考试,甚至

还有部分对物理学习具有浓厚兴趣的学生会参加高

校自主招生、物理学科竞赛等较高能力要求的考试.

这对教师是个巨大的挑战,教师要多方面调整自身,

集教研组集体力量,根据高考改革和课程改革的要

求,结合学校的实际,多考虑如何重新调整课程结

构,在课程层面保证学生学科思维和学习素养的提

升.比如把现用高中物理基础型课程作为“基础必

修”,为只参加合格性考试的学生选择的物理课程,

在高一高二年级完成;把现用高中物理基础型课程

和调整后的拓展型课程 Ⅰ 整合作为“基础选修”,为

参加等级性考试的学生选择的物理课程,在高一高

二年级完成,或者仅把调整后的拓展型课程 Ⅰ 作为

“基础选修”,供学生在选择“基础必修”的基础上利

用社团、拓展学习;为参加高校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

开发适合本校学生的“物理学科拓展”校本课程,为

参加物理学科竞赛的学生开发“物理素养拓展”课

程.不仅丰富了学校“课程超市”,更基于教师和学生

的教育互动培育了生成性课程,提升教师的专业素

养.学生根据不同的组合,就可以组合出属于自己的

高中物理课程结构体系.达到“广而不深、重中有重”

的教学效果.

2.2 改变应试教学思维 打破“一步到位”模式

以往的高中物理教学为了提高高考的实效性,

往往采取一步到位的教学计划,特别是实验性、示范

性学校,由于生源结构较好,学生接受能力较强,将

高中三年的教学任务压缩为两年完成,这样就必须

把现行高中教材的基础型课程和拓展型课程的绝大

部分内容赶在高二期末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前完成,

目的是在兼顾学业水平考试的同时也为高考复习赢

得时间.这种一步到位的方法虽然说不曾有太多的

科学性但却拥有着显著的实效性.但这种方式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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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教学的公平性,对高考不加试物理的学生既增

加了学业负担,又挫伤了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上

海高考改革方案》其本质是要从表面的分数平等转

向对人的发展内涵平等的追求,为不同兴趣、才能的

人提供不同的发展空间.教师要关注到学生的不同

智能,课堂教学中力求使知识目标难易适度,内在联

系自然,不“揠苗助长”;从领悟理解 → 模仿 → 独立

操作 → 创造性活动,达到层次分明.例如,高中物理

有关牛顿第二定律的教学内容,分散在基础型教材

与拓展型教材Ⅱ中,作为“3+1”高考模式时代高考

的核心知识,教学要求为C级,考查要求常常达到D
级,教师们为了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往往采用一

步到位的教学方法,在高一教学时就把本应高三教

学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运用下移到了高一,对部

分接受能力较强的学生确实有一定的教学效果,当

然也因难度加大造成了部分学生的物理学习障碍,

甚至恐惧心理.而高考改革后,参加合格考的学生只

要求掌握基础型教材要求,参加等级考的学生只要

求拓展 Ⅰ 教学要求,而牛顿第二定律的教学要求都

是B级要求,即只要求达到理解层次.新课教学中我

们就不能一步到位,要注重于概念的理解与规律的

形成教学,渗透育人功能.如设置引人入胜、轻松和

谐,具有探索性、创造性、启发性和充满科学文化氛

围的教学情境.要精选教学素材,尽可能地使教学内

容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深刻挖掘教材中蕴含着

的丰富情感、深刻哲理与个性发展,构建错落有致的

教学层次,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将知识学习、方法指

导、能力培养融为一体.

2.3 顺应高考综改步点 优化课堂教学策略

新高考方案是高考改革的指导,也是当前优化

教育教学的重要基础,虽然物理课程作为学业水平

考试科目,其课程内容和要求都已降低,在高考中的

权重也已下降,但物理学科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创

造能力的育人功能没变.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针对

不同的学生群体,完成相关要求的教学任务,是高中

物理教师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以,笔者建议,对

于学习物理的定位、兴趣、能力都不同的群体,应该

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对于以完成合格考为主要目标

的学生,要适当减少纯理论的推演,应该更多地通过

演示实验、分组实验并结合生活体验来学习、认识物

理规律,并加以简单地运用,同时适当渗透物理思想

方法,在轻松的氛围中让学生体悟到物理的简洁与

可爱.对于将物理作为选考科目的学生,要更加注重

概念与规律的形成过程,让学生体会重演式的探究

过程,领悟物理的思想方法,在概念的科学严谨、规

律的统一简约、思维的巧妙深刻、物理人的专注博爱

中体会物理之美,同时帮助学生建立物理的知识网

络框架,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提高利用物理规律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此,在教学中,要顺应高考综改步点,优化课

堂教学策略.虽然二期课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

中物理教学方式的转变,但以高考为导向的物理教

学,还是比较侧重于“牵引式”教学的开展,强调教

师一肩挑的教学模式,学生还处于相对被动的学习

状态.对此,在新高考方案实施之下,高中物理要转

变教学方式,强调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培养.一方

面,物理课程在高中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没改变,优化

教学方式仍是新高考方案下的重要工作;另一方面,

新高考方案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与评价,

为契合这一方案,高中物理教学应依托多元化的教

学方式,通过情景教学法、分层教学法、探究性教学

法等提高物理教学的“趣味性”、“活跃性”.当物理教

学不再为了高考而教,而就应该更多地注重学生素

养的培养,更多地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为学生创

造更加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物理学习中收获

更多的知识与乐趣,并能在将来的学习工作中运用

物理思想与方法去解决诸多非物理问题.
综上所述,新高考方案对高中物理教学将产生

重大的影响,上海的高中物理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

重新审视和设计物理教学,希望能为高考综合改革

在全国的推行先行探索些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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