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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查找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参加深圳模拟命题大赛的经历,提出命制全国卷模式物理模拟试题的

3个步骤,即解读相关政策文件了解全国卷命题理念,通过解读考试大纲以及分析往年试题确定考试内容,通过5个

方面确定试题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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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广东省高考采用全国卷,原本多年积淀

的广东省模式以及广东省的模拟卷难以适合全国卷

高考的要求,因此各校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需要进

行全国卷模式的考试,而试题的命制便是重中之重,
如何命制一份合格的全国卷模式物理试卷成为当下

的热点讨论话题.笔者根据个人参加深圳市命题大

赛的经验提出命题3步骤:了解命题理念、确定考试

内容、预估题目难度,以供高中物理教师参考.

1 了解命题理念

国家考试中心姜钢主任提出“一体四层四翼”
的高考内容改革方案.明确为什么而考:确立“立德

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学”这一高考核心立场.规
定高考考查的内容为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

养、核心价值,考题必须具备的基本原则为基础性、
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1].因此,模拟试题的命制也

需要遵守“一体四层四翼”的命题理念.此外,模拟

题更应该侧重试题的诊断性功能,让学生通过练习,
发现存在的问题,剖析错误原因,进一步提高,从而

达到导向教学的目的[2].

2 确定试题内容

2.1 解读考试大纲

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相比较2016年的考纲,最大的变化就是把选修3 5
内容变成必修[3],而动量本身便是解决力学问题的

3个黄金大道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牛顿动力学及

能量的方法),因此,动量这一部分会成为2017年高

考的考查重点.有研究发现,选修3 5的动量部分很

可能与力学、电磁学等知识融合,题目综合性加

强[4].因此,在普通模拟题训练中,一定要未雨绸缪,
提前给学生训练动量部分的知识.除此之外,在命题

时,选择考试知识点一定要参考考试大纲,试题的所

有内容均不可以超过考试大纲.
2.2 研究往年真题 分析命题趋势

2.2.1 了解全国卷的命题特点

近年来,全国卷高考物理试题考查的内容具有

以下特点:从内容上看更以基础知识为主[5],更加注

重核心概念[6],更注重物理学史和物理文化[7];从能

力上看考查了学生的探究能力[8]、应用物理解决生

活问 题 的 能 力[9]、应 用 数 学 解 决 物 理 问 题 的 能

力[10],以及物理建模能力[11];从试题的形式上看更

具创新性[12].
2.2.2 把握考查的热点内容

分析2012-2016年的全国卷试题,总结选择

题、实验题、计算题的高频考点.
选择题的高频考点有牛顿运动定律、运动图像、

万有引力定律、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和匀强磁场中

的运动、电磁感应和物理学史等,Ⅰ 级要求的考点

约占20%,Ⅱ 级要求的考点约占80%,考查的主要

能力有提取信息能力、理解能力和判断推理能

力[13].
实验题主要考查考纲中 Ⅱ 级要求的考点,主要

内容有仪表仪器读数、实验原理与测量方法、仪器组

装和实验步骤等,且不局限于教材的实验内容,考查

的主要能力有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实验操作能力、
数据处理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和实验迁移能力等.

计算题着重考查主干知识和核心内容,如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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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定律每年必考,力学突出考查动力学和功能关

系,电磁学突出考查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和带电粒

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考查的主要能力是提取信息、

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应用数学的能力.
选考题目第(1)小题的考点都为 Ⅰ 级要求,第

(2)小题的考点都为 Ⅱ 级要求.
2.3 运用双向细目表编排试题

在确定考查的知识与能力的基础上,为保障试

题内容紧扣考试大纲以及热点考点,需要编制双向

细目表再进行找题、改题及编题,以免越走越远.表

1为本次模拟命题的双向细目表.
表1 模拟试题双向细目表

一级知识点 二级知识点 能力要求 题型及序号

力学

动量定理

天体运动

牛顿第二定律

建模能力

理解能力

数形结合能力

单选17
多选19
实验22

力学+电学
圆周运动、运

动学、静电场

理解能力

应用能力
计算题25

电磁学
带电粒子在电

场中的运动
理解能力 单选14

热学
等温变化与牛

顿力学结合
理解能力 选考34

  在内容上综合考虑力学、电磁学的分布,考虑

Ⅰ级和Ⅱ级考点的分布,考虑高频考点与多年未考

考点的分布;在能力方面,结合物理的5项基本能力

(理解能力、情境想象与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运
用数学工具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实验能力)进行

考查[14].综合以上各点编制出双向细目表.

3 合理估测试题难度

试题难度是决定一份卷子好坏的主要标准之

一,近5年全国卷高考物理试题评卷难度系数为

0.54[15],作为模拟试卷应当综合考虑高考的难度以

及有利学生的学习这两个方面,故笔者认为难度系

数为0.6比较适中.但如何确定难度系数? 有研究

表明有5个因素决定试题的难度.分别是考查知识

点数目、试题背景情景的熟悉程度、物理过程复杂程

度、试题解答方法的复杂程度以及利用数学知识的

复杂程度[16].因此,在命题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这5
个方面,以达到比较理想的难度系数.

综上所述,只要紧紧把握住全国卷的命题理念,

抓准全国卷考查的知识和能力,牢记全国卷的试题

难度才能够出一份合格的全国卷模式的物理模拟试

题.
下面以一个实验题为例,具体说说如何编制.
智能手机中有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在软件的驱

动下,能够探测手机加速度的实时变化,并以图像形

式显示出来,如图1(a)所示.某学生利用如图1(b)

所示的实验装置来探究“当小车及手机总质量 M 不

变的情况下,小车加速度a与拉力F 的关系”.

(a)

(b)

(c)

图1 题图

(1)实验步骤:

A.按照图示安装好实验装置;

B.挂上沙桶,点击手机软件开始按钮,释放小

车,待小车停下,点击手机软件停止按钮,读出小车

做匀加速运动的加速度a;

C.调节导轨的倾角,使得轻推小车后,小车能

沿着导轨向下匀速运动;

D.把手机固定在小车上;

E.取下细绳和沙桶,测量沙子和桶的质量m,改
变沙子的质量,重新挂上细绳和沙桶,进行多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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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实验步骤是: .
答案:ADCBE.
(2)某一次实验得到如图1(c)所示的图像.
1)开始计时1s后释放小车,由图像可知,小

车在绳子拉力作用下做匀加速运动的加速度为

m/s2,由此可以推断出实验桌面距离地面高

度至少为 m.(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答案:0.20,0.90.
2)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图线中A点表示刚好碰到弹簧,此时速度最大;

B.图线中B 点表示弹力刚好等于拉力,此时加

速度为0,此时小车速度最大;

C.图线中C 点表示弹簧压缩量最大,此时加速

度最大,速度也最大;

D.图线中C点对应的弹簧的弹力约为6mg.
答案:B,D.
(1)了解全国卷命题理念

利用生活中常见的智能手机验证牛顿第二定律

实验,背景新颖,符合高考命题中“一体四层四翼”

的创新性原则.此外,智能手机如今十分普及,用手

机进行实验,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结合.符合全国卷的

命题理念.
(2)确定试题内容

1)解读考试大纲

根据2017年高考大纲,牛顿力学规律是 Ⅱ 级

要求,而且传感器的简单使用也是高考要求的12个

实验之一.
2)研究往年真题分析全国卷命题趋势

从内容上看,分析近5年高考全国 Ⅰ 卷,发现

2012年、2014年均考查验证牛顿第二定律实验.
从考查能力上看,第一小题考查实验步骤,也是

全国卷实验题的高频考法,可以了解学生的实验能

力.第二小题,让学生把图像与实际运动情况联系起

来,考查学生多方面能力.考查学生的情境想象与推

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运用数学工具解决物理问题

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高考对物理的重点考查能力.
从试题形式上看,近5年高考,全国Ⅰ卷已有2

年涉及传感器创新类实验.由此可见,利用传感器进

行高考常考实验是高考命题的一个趋势.
(3)确定试题难度

从上文提及的5个方面分析试题的难度.考查

知识点是牛顿力学,知识点数目较少,系数设置为

1;试题背景情景比较新颖,系数设置为0.9;物理过

程较为复杂,有3个以上的运动过程,设置为0.8;试
题解答方法的复杂程度上看,需要利用图像求解,系
数设置为0.85,利用数学知识的复杂程度上看,是
比较简单的计算,系数设置为1[16].综合考虑,本试

题难度=1×0.9×0.8×0.85×1=0.612,难度适

中,适合作为全国卷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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