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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是选拔优秀人才的一种模式,在社会上受到广大人们的高度关注.然而,贵州省高中物理一直成

为学生最害怕的一门学科,选择理科的同学又不得不学习物理,同学的内心饱受痛苦的折磨,导致学生在高考中物

理成为理科综合丢分最严重的一科.国家教育部对不同地区有不同层次的要求,贵州省高考物理侧重基础知识的

考查,要从基础着手打破学生对学习物理的恐惧.基于此,对2013年到2016年4年中的高考物理试题做知识点的对

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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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简称高

考)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历的考生参

加的选拔性考试.基于高考模式下,在教学中教师在

短期时间里依然处于核心地位,教师的专业程度决

定学生的未来.教师要迅速掌握和深化专业知识,不

得不对高考试题的考点有一个全面的研究,分析高

考试题、专研课程标准、研究考试大纲是促进教师对

专业知识的深化.
通过对2013年到2016年共4年的高考贵州物

理考点研究做对比,得出常考知识点的分布.在平时

教学中应该注重哪些基础知识,帮助学生顺利通过

高考.

2 贵州卷物理选择题考点对比

在高考物理试卷中第一部分为选择题,选择题

共8小题,每小题6分.在每小题给出的4个选项中,

第14~17题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即单选题;第

18~21题有多项符合题目要求,即多选题.显然选

择题部分在整套试卷中所占比重较大,学生要突破

选择题要对教材熟悉、考点吃透.
贵州省4年的选择题涉及知识点对比如表1所

示.
表1 4年高考贵州选择题考点对比分析

题号
4年考点对比分析

2013 2014 2015 2016

14 牛顿第二定律图像 v t图像的特征和应用
带电粒 子 在 电 场 中 的
动力学问题

物理学史(谁发现行星
的运动规律)

15
摩擦力、受力分析及静
态平衡

平抛运动、动能和势能
法拉第 电 磁 感 应 定 律
的应用

电场、等电势面

16
电磁感 应 现 象 中 的 动
力学v t图像

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
牛顿第二定律、动能定
理

行星运 动 背 景 下 的 速
度合成

匀加速 直 线 运 动 的 规
律

17
带电粒 子 在 匀 强 磁 场
中的运动

机械能守恒、牛顿第二
定律、圆周运动

汽车运动的P t图像
和v t图像

物体的受力分析(静态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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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题号
4年考点对比分析

2013 2014 2015 2016

18
电场力、电场强度与静
态平衡

万有引力定律、圆周运
动

磁现象的基本规律、指
南针

带电粒 子 在 匀 强 磁 场
中的运动规律

19 电磁学物理史
静电场 中 电 势 和 电 场
强度的关系

带电粒 子 在 匀 强 磁 场
中的运动

理想变压器(原、副线
圈的电 压 电 流 的 分 配
与线圈 匝 数 之 间 的 关
系)

20
万有引力、天体运动与
功能关系

带电粒 子 在 磁 场 中 的
运动

牛顿第二定律的应用
牛顿第二定律、动能定
理以及 圆 周 运 动 的 规
律

21
圆周运动的向心力、离
心现象

理想变压器和二极管
连接体 中 的 动 力 学 问
题、功能关系

法拉第电磁感应、交变
电流、正弦交流电及其
周期、有效值、瞬时值
等

  从表1中,可以得出选择题对“牛顿第二定律”

的考查频率极高,4年中年年都考,有考简单的理

解,也有考牛顿第二定律的高级应用,所以一线教师

在授课时一定要把牛顿第二定律讲透彻,学生亲自

动手做实验体会探究过程.另一个高频考点是电磁

学,在4年高考中也是年年考,而且在选择题部分不

低于2题,特别在2013年高考中共有4道题,故电磁

学部分是高中教学的一个重点之中的重点.
总之,选择题部分重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基本的

应用,试题应秉承“重视基础、突出思考、联系实际、

注重探究”的命题思路,力求稳中求新,同时严格遵

照《考试说明》.试题兼顾不同程度考生的具体情况,

既完成了知识和能力的考查,又体现出合理的难度

和良好的区分度[1].学生在平时要多阅读教材,不要

只做大题、脱离教材这样得不偿失.

3 贵州卷物理实验题涉及知识点对比

实验题是物理试卷构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物

理本身就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所以离不开

实验的科学探究.它在选择题部分之后,共有2大

题,即22和23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实验的理解及科

学设计思路,2013年到2016年4年高考中,所涉及

的考点知识如表2所示.

表2 实验题考点对比分析

题号
4年考点对比分析

2013 2014 2015 2016

22
平抛运动、机械能守恒
实验数据处理

伏安法 测 电 阻 内 外 接
法的系统误差分析

测量物 块 与 斜 面 之 间
的滑动 摩 擦 因 数 的 实
验

电路连 接 影 响 安 培 力
大小的因素

23

表头改 装 为 多 用 电 表
(实物连线、判定表笔
颜色、改 装 电 阻 计 算
等)

探究弹 簧 的 劲 度 系 数
与其长度的关系

伏安法测电阻(实验步
骤误差分析)

探究加 速 度 与 所 受 合
力之间的关系

  从表2分析可得出,这两个实验题“一个是力

学,一个是电学”结构比较固定,有考查教材中的实

验步骤及误差分析,还有考查实验的改进创新,出题

灵活、富有新意、综合性强,突出了对学生物理思想

以及综合能力的考查,具有很好的区分度[2],不管怎

么考在平时授课中要让学生亲自到实验室进行探

究,这样不仅对理论知识的巩固,而且还是对知识的

领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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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查内容中重复率最高的知识点分布

高中物理考点知识很多,但在高考中有主次之

分,势必有些考点备受青睐.通过分析4年高考贵州

物理试卷得出高频考点分布如表3所示.

表3 6个高频考点分布规律

考点           具体分布

牛顿运动定律
(相互作用)

 1.力的合成与分解;
 2.共点力的平衡(2013选、2016选);
 3.牛顿运动定律(牛顿定律的应用每年考2个题,一个选择题,一个有一定难度的大题)

曲线运动

 1.运动的合成与分解(2015);
 2.抛体运动(2014);
 3.匀速圆周运动的向心力或向心加速度(2013,2014,2015,2016);
 4.涉及圆周运动规律的每一年都有万有引力

机械能

 1.功和功率(4次);
 2.动能和动能定理(8次);
 3.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8次);
 4.功能关系、机械能守恒定律及其应用(7次)

电场

 1.库仑定律(2次);
 2.电场强度、点电荷的电场(2次);
 3.匀强电场中的电势差与电场强度的关系(4次);
 4.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的运动(2次)

磁场
 1.匀强磁场中的安培力(2次);
 2.洛伦兹力公式(4次);
 3.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4次均为选择题)

电磁感应
 1.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6次);
 2.楞次定律(6次);
 3.交变电流或变压器(6次)

  从表3中,可以清楚地得到试卷中6大高频考

点的考法以及考查频率.机械能和电磁感应被考查

的次数最多,所占分值最大,是高考物理的重头戏.
平时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多注重基础,课后加强巩固

练习,周期性地对该考点进行考查,从而让学生融会

贯通.另外,试题的命制体现对知识考查的深度,突

出考查考生综合应用物理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3].

5 总结

通过对4年来高考贵州物理试题的研究,得出6
大高频考点,试卷结构趋于稳定,试卷内容倾向基

础,考生要能够正确把握物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为

物理思维灵活性的形成奠定基础[4].试题的命制体

现出对知识考查的深度,突出考查考生综合应用物

理知识处理问题的能力和考查考生应用数学知识解

决物理问题的能力[3].教师在平时授课时既要符合

新课标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探究式

的授课,也要对高频考点做到胸有成竹,正确引导学

生把握高考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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