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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别从物理核心素养的“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的要素入手,以

2017年全国中考物理部分试题为例,基于核心素养导向,解读中考物理试题的命题立意、命题策略、试题特点,并对

核心素养导向下初中物理教学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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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教育发展和变革的趋势中,我们可以看

到,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把“核心素养”纳入国民教育

的有关政策法规中,而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也提出

了培养人才“核心素养”的要求.2016年9月《中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正式发布.在最新修

订的《高中物理新课标》(2017版)中就有明确的反

映:进一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着力发展核心素养.
显然,物理核心素养已经成为中学物理教育的热点.

如何在物理教学中传授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

的物理核心素养,是当代每一位物理教师必须深思

的问题.

1 中考对物理核心素养的考查

物理核心素养与物理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有直接

且本质的联系,对于理解物理学科本质,设计物理教

学,以及开展物理评价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
考试题作为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其命

题导向对物理教学实践过程中落实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的培养有着“指挥棒”作用的指导性.
为更全面、透彻地理解物理核心素养,2017年

全国各省市对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中考命题进行了

有益的尝试,努力探索基于物理核心素养立意全新

试题.笔者从2017年全国多份中考物理试卷中撷取

了部分试题,以物理核心素养的要素为线索进行赏

析,引发大家的思考.

2 创设情境 突出考查“物理观念”

物理观念是从物理学视角形成的关于物质、运
动、相互作用以及能量等的基本认识,是物理概念、

规律在头脑中的提炼和升华,是从物理学视角解释

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物理观念主要包

括物质观念、运动观念、相互作用观念、能量观念及

其应用等要素.
2.1 物质观念

物质是构成宇宙间一切物体的实物、场等客观

事物,是能量的一种聚集形式.例如固体、液体、气
体,以及各种波、场等,都是物质.物质观念涉及物质

的构成、物质的形态、物质的运动等,是物理学基础

性的认识.
【例1】(2017年中考四川绵阳第11题)我国独

立自主建立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可提供全天候的

及时定位服务.该系统利用电磁波传递信息.下列关

于电磁波说法正确的是(  )

A.所有电磁波的波长相等

B.电磁波不能在玻璃中传播

C.在真空中,无线电波的传播速度小于光的传

播速度

D.作为载体,电磁波频率越高,相同时间可以

传输的信息越多

答案:D.
例1考查了电磁波的基本知识,要求考生正确

理解和认识电磁波,知道电磁波也是物质存在的一

种形式,体现了中考对物质观念的要求.本题涉及的

核心素养为:形成了初步的物质观念,能从物理学的

角度知道电磁波,能应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决简单

的实际问题.
2.2 运动观念

一切物质都在运动,物理学研究的物质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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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包括机械运动、热运动、电磁运动、原子、原子核

和核内粒子运动在内的物质运动.运动观念是指人

们对时间、空间、参照系以及相关物理量随速度而变

化的关系的认识.
【例2】(2017年中考四川眉山市第36题)甲、乙

两车在某一平直公路上,从同一地点同时向东运动,

它们的st图形(路程 时间图像)如图1所示,则下

列说法错误的是(  )

A.甲、乙都在做匀速直线运动

B.甲的速度小于乙的速度

C.若以乙为参照物,甲往东运动

D.经过4s,甲、乙相距8m
答案:C.

图1 例2题图

例2考查了考生对匀速直线运动的理解,尤其

是对从s t图形解决问题的掌握,体现了中考对运

动观念的要求.本题涉及的核心素养为:学生通过初

中学习,应当形成清晰、系统、基础的物理观念,能从

物理学的角度正确描述和解释直线运动,能灵活应

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3 相互作用观念

自然界中存在着4种基本相互作用:存在于一

切物体之间的相互吸引的万有引力,电荷之间、磁体

之间的电磁相互作用,使原子核紧密地保持在一起

的强相互作用,在放射现象中起作用的弱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观念是基于对4种基本相互作用及其作用

方式和特点的理解和掌握.
【例3】(2017年中考江苏省盐城市第11题)每

年都有一大批丹顶鹤从北方迁徙到我市滩涂越冬,

如图2所示,一只丹顶鹤正沿直线朝斜向下方向匀

速滑翔,此过程中,空气对它作用力的方向(  )

A.竖直向上      B.竖直向下

C.与运动方向相同   D.与运动方向相反

答案:A.

图2 例3题图

本题涉及的核心素养为:明确初中物理学中的

基本概念,能从物理学的视角正确描述和解释相互

作用规律,能运用物理知识解释生活中的自然现象.
中考对物理观念的考查,落脚在知识上,但并不

是直接指向知识的机械记忆,而是体现对知识的理

解与应用,因而试题呈现注重命题素材的挖掘和情

境的创设,物理观念试题,力求做到知识问题化、问
题情境化、情境生活化.在鲜活真实的生活情景中考

查学生对物理观念的理解与应用.本题选择具有地

域特色的丹顶鹤匀速滑翔的生活情境,考查学生对

力与运动关系知识的理解.
2.4 能量观念

能量是对一切宏观、微观物质运动的描述.对应

于不同形式的运动,能量分为机械能、分子内能、电
能、化学能、原子能等.各种形式的能可以相互转化,

能量守恒定律则建立了不同的运动形式在相互转化

中数量上的确定关系.
【例4】(2017年中考山东省滨州市第8题)2016

年8月16日,我国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

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简称“量子卫星”)“墨子

号”发射升空,如图3所示,火箭在加速上升的过程

中(  )

A.动能不变,重力势能增加,机械能增加

B.动能增加,重力势能不变,机械能增加

C.动能增加,重力势能增加,机械能增加

D.动能不变,重力势能不变,机械能不变

图3 例4题图

本题涉及的核心素养为:借助通过初中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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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而形成的基础的物理观念,正确描述和解释各种

形式的能可以相互转化,并将其还原到生活实事的

情境当中.
答案:C.
显然,中考以物理概念、物理规律为载体,考查

考生的物理观念,引导考生形成或初步形成经典物

理、现代物理的物质观念、运动观念与相互作用观

念、能量观念,最为关键的是能用这些观念解释自然

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

3 坚持能力立意 考查“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

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方式,是基于经验事实建构理想

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等方法

的内化,是基于事实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同观点和

结论提出质疑、批判,进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能力与

品质.科学思维主要包括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

论证、质疑创新等要素.
3.1 模型建构

在初中所涉及的伽利略理想实验模型(克服外

力对实验的影响)、等温变化、光线等物理概念和匀

速直线运动等物理过程都是物理学家建构的理想模

型,它们是根据人们的抽象思维和想象力,采用理想

化和纯粹化的办法所创造的能再现原型的本质联系

和内在特性的一种简化模型.物理学中的规律就是

通过对物理模型的研究得出的.
【例5】(2017年中考江苏省盐城市第12题)电

热水器金属内胆出水口加接一段曲长管道,在电热

水器漏电且接地线失效时,能形成“防电墙”,保障人

的安全,如图4所示,当热水器漏电且接地线失效

时,其金属内胆与大地间电压为220V,由于曲长管

道中水具有电阻(简称“隔电电阻”),因而人体两端

的电压不高于12V,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隔电电阻”大于“人体电阻”

B.曲长管道应选用导电性能好、管壁较厚的铜

管

C.热水器漏电且接地线失效时,“防电墙”使人

体内无电流通过

D.热水器漏电且接地线失效时,“隔电电阻”与

“人体电阻”并联

图4 例5题图

本题从“模型建模”和“科学推理”角度立意,考

查电路的连接方法、串联电路的特点、影响导体电阻

因素等知识,考查提取信息、建立模型、分析推理等

能力.
本题以生活中常见的电热水器作为命题素材,

选用电热水器的“防电墙”技术为话题,抓住电热水

器“防电墙”技术这一实际情境的核心要素:电路的

连接方式,将其转化为物理问题,考查学生模型建构

和科学推理的能力,加强对物理知识在生活实际中应

用的考查,加强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本题涉及的核

心素养为能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建构恰当的物理模

型.
答案:A.
知识点:串联电路的分压作用.

3.2 科学推理

物理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对推理能力的考核要

求,即要求考生能正确运用科学思维方法,从定性和

定量两个方面进行科学推理、找出规律、形成结论.
推理能力属于基础能力层次,是解决物理问题的基

础.推理能力是指演绎、归纳、类比能力,要求能够根

据已知的知识和物理事实、条件,对物理问题进行逻

辑推理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或作出正确的判断,

并能把推理过程正确地表达出来.

3.3 科学论证

科学论证是指能有意识地使用科学证据和评估

科学证据,能运用证据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描述、解释

和预测.
3.4 质疑创新

质疑创新是指在科学思维的过程中打破已有的

思维定式、思维习惯或以往的思维成果,使思维沿着

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扩散,得出不同结论的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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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它要求考生要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意识,能基于证

据大胆质疑,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追求科技创新.

4 体验合作和创新 立足证据 考查科学探究能力

科学探究是指提出问题,形成猜想和假设,获取

和处理信息,基于证据得出结论并作出解释,以及对

科学探究过程和结果进行交流、评估、反思的能力.
科学探究主要包括问题、证据、解释、交流等要素.
4.1 问题

问题是指培养考生的科学探究意识,鼓励考生在

学习和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合理猜测与假设.
【例6】(2017年中考北京市第22题)中国科技

馆有一个“会发电的衣服”的展台,在展台中可以做

模拟“发电纤维发电”的实验.实验过程及现象如

下:踩动踏步机踏板,带动压电薄膜振动,使得一些

与压电薄膜相连的小灯发光;增大踩动踏板的频率,

压电薄膜振动得更剧烈,发光小灯的数量增加.则下

列4个选项中,判断正确的是(  )

A.压电薄膜振动时可以产生电压

B.小灯发光说明振动的压电薄膜中产生了电流

C.发光小灯的数量与踩动踏板的频率有关

D.增大踩动踏板的频率,压电薄膜发电的总功

率变小

例6要求考生能结合模拟“发电纤维发电”的工

作原理,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本题涉及的核心素养

为:能面对真实情境,从不同角度提出并正确表述可

探究的物理问题,从而作出有依据的猜测.
答案:A,B,C.

4.2 证据

证据是指考生要具有设计探究方案和获取证据的

能力,能正确实施探究方案,使用各种方法收集信息.
【例7】(2017年中考北京市第39题)浸在液体

中的物体所受浮力为F,物体排开液体的体积为V,
小明认为:任何情况下,F 都与V 成正比.请自选器

材,设计实验证明小明的观点是错误的.
答案:把一个鸡蛋放入水中,鸡蛋沉在水底,再

向水中加盐,加到一定程度时,鸡蛋会浮在液面上.
知识点:浮力.
本题要求考生具有正确选择、设计实验方案的

能力.本题涉及的核心素养为:能制订科学探究方

案,选择使用合适的器材.

4.3 解释

解释是指考生要具有分析论证的能力,会使用

各种方法和手段分析、处理信息,描述、解释探究结

果和变化趋势.
【例8】(2017年中考第江苏省盐城市第25题)

小明用茶色玻璃板和两个相同的柜子做探究像与物

到平面镜距离关系的实验.
(1)将玻璃板 立在水平桌面上,在白纸

上沿玻璃板前后两表面画线MM′和NN′.
(2)在玻璃板前放棋子A,将棋子B放到玻璃板

后,使它与 重合.
(3)在白纸上沿棋子A和B的边缘画图,测量A

的右端到MM′的距离lA =4.30cm;测量B的左端

到NN′的距离,如图5所示,其值lB = cm.

图5 例8题图

(4)改变A 的位置,将数据记录在表1中,表中

有一个数据异常,该数据是 cm,它最有可能

测量的是 距离.
表1 测量数据

次数 1 2 3 4 5

lA/cm 4.30 5.70 7.10 8.80 9.90

lB/cm / 5.40 6.50 8.50 9.60

  (5)修正(4)中异常数据后,比较lB 和lA,发现

lB 总是小于lA,为准确获得实验结论,请你对小明实

验中的错误操作进行纠正,答: .
例8以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为素材,从“证

据”“解释”和“交流”角度立意,考查基于证据得出

结论并做出解释的能力、基于“异常”数据分析改进

实验设计方案的能力、获取证据和反思交流的能力.
本题要求考生初步具备利用实验数据分析论

证、描述解释的能力.本题涉及的核心素养为能用多

种方法对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发现规律,形成结

论,用已有物理知识进行解释.
答案:(1)竖直;(2)棋子 A 的像;(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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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0,A的右端到NN′;(5)lB应该测B的左侧到

MM′的距离.
知识点:探究平面镜成像、刻度尺的正确使用.

4.4 交流

交流是指考生要具有合作与交流的意愿与能

力,能准确表述、评估和反思探究过程与结果.

5 关注理论联系实际 突出考查科学态度与责任

科学态度与责任是指在认识科学本质,理解科

学·技术·社会·环境(STSE)关系的基础上,逐渐

形成的对科学和技术应有的正确态度以及责任感.
科学态度与责任感主要包括科学本质、科学态度、社
会责任、STSE等要素.
5.1 科学本质

科学本质是指对于科学知识、科学研究过程、科
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的历史、科学的价值、科学的

限度等方面最基本特点的认识,是一种对于科学本

身全面的、哲学性的基础认识.
【例9】(2017年中考湖北省随州市第16题)通

过初中物理的学习,同学们知道了一些物理学家以

及他们的研究成果,以下叙述错误的是(  )

A.牛顿第一定律是牛顿直接从自己所做的实

验中得出的结论

B.欧姆对“电流跟电阻和电压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C.焦耳最先发现了“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

与电流、电阻、通电时间的关系”

D.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法拉第发现了

电磁感应现象

本题考查了一些物理学家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

相关内容,充分挖掘科学史的内在价值,促进学生人

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的养成,引导中学物理教学加强

科学史的教育,以实现物理教学的科学和人文价值.
答案:A.
解析:牛顿第一定律实在伽利略等科学家实验

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推理而得出来的,选项 A错误,

符合题意;B,C,D选项的叙述都是正确的,不符合

题意.
5.2 科学态度

科学态度是指考生要具有学习和研究物理的好

奇心与求知欲,能主动与他人合作,尊重他人,能基于

证据和逻辑发表自己的见解,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
5.3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指考生在进行物理研究和物理成果

应用时,能遵循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理解科学·技

术·社会·环境的关系,热爱自然,具有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
【例10】(2017年中考北京市第16题)图6展示

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成果,对其中所涉及的

物理知识,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古代捣谷工具利用了杠杆原理

B.光沿直线传播是日晷能够测量时间的条件之一

C.碾谷物的石磨选用厚重的石材,目的是为了

减小石磨对谷物的压强

D.从两心壶的壶嘴能分别倒出两种不同的液

体,这一功能的实现利用了大气压

图6 例10题图

答案:A,B,D.
知识点:光的直线传播、简单机械、压强、大气压强.
本题用古代捣谷工具、日晷、碾谷物的石磨、两

心壶这些素材做试题的背景材料,既考查了物理知

识,又让学生了解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成果.
物理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更

重要的是促进学生良好科学态度的养成,培养学生

正确认识科学的本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具有社会责任感.
5.4 STSE

理解科学·技术·社会·环境(STSE)关系的基

础上,逐渐形成的对科学和技术应有的正确态度以

及责任感.
(下转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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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2017年中考江苏省盐城市第19题)某

5W的吸顶灯由10只相同的LED小灯珠连接而成,

任意取下其中一只灯珠后,其余灯珠仍能发光,则

10只小灯珠的连接方式是 联.每只小灯珠的

额定电压为5V,其正常工作时电流为 A.与

普通白炽灯相比,在达到相同亮度的条件下,若

LED灯可以节约80%电能,则该吸顶灯与 W
的白炽灯亮度相当.

答案:并;1;25.
知识点:并联电路的特点、电功率的计算.
本题以新型LED灯为素材,考查学生电学知识

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答题中经历“科学态度与责任”

的教育,再一次了解物理学在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中的贡献,引导学生形成节约资源的正确态度和用

所学知识为节约能源做出贡献的责任意识.

6 总结

核心素养的提出正在改变物理教学的方式,教

师将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将

“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科学态度与

责任”落实到教学行为中,努力培养学生适应未来

社会发展的学科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
基于核心素养的中考物理命题是一个趋势,因

中考环节无法也不能承载所有的教育期待,只有在

常态的课堂教学中注意立足基础,重视实验探究,以

问题为中心,以思维为核心,以知识运用为重点,加

强基础知识与初中物理主干知识的复习巩固,加强

物理思想方法的渗透,注重解题思路生成的引导,积

累物理解题的经验和思维经验,才能提升物理核心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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