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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核心素养的理念倡导下,高中物理试题中的情境创设得到了很多重视.但是调研发现,一些试题的

情境创设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商榷.选取了典型例子,说明了试题中的情境创设在表达和内容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

针对问题给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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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创设是指教师创造和设计合理情境的过

程.试题中的情境创设就是针对考查的内容来创设

一个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运用所考查内容解决问

题,它使抽象化的物理问题得以具体,是物理试题编

制的重要一环.基于物理核心素养理念,《普通高中

物理课程标准(2017)》明确指出:“试题情境要具有

一定的问题性、真实性、探究性或开放性.”[1] 这给

我们指出了试题情境创设的要求.素养的形成和发

展与情境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2],而情境创设决定

了“情境”的效果,科学的试题情境创设有利于引导

教学杜绝题海战术,提升试题命制质量,弘扬“立德

树人”核心教育理念[3],考查和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鉴于此,关注当前高中物理试题中的情境创设

很有必要,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创设情境和利用情

境,并以此来考查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在教学及研

究过程中,发现一些试题中的情境创设值得商榷.笔

者从近年发表在物理教育教学杂志的文章,以及在

高考和模拟考试使用的试题中挑选出典型案例,从

情境创设的表达、情境创设的内容两个角度作阐述

与说明.

1 试题情境创设的表达存在的问题

1.1 文字表达累赘

案例1(2016四川绵阳第三次诊断性考试第9
题):我国正在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大窝凼洼地建设

“500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hundredmeters
ApertureSphericalTelescope,简称FAST),FAST建成

后成为世界上最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馈源是

FAST用来接收宇宙信号的装置系统,馈源舱用于

安放这个系统.2015年11月21日,首次进行“馈源

舱”升舱试验,由等间距固定在半径为250m的圆周

上的6座最高168m的支撑塔通过6条钢索将30吨

重的馈源舱缓缓拉升,悬吊在巨大球面的中心.专家

创新性地提出了“轻型索支撑馈源平台”,通过卷扬

机收放钢索,馈源驱动安装好的馈源舱在一个距离

地面高140m至180m,直径为207m的球冠面上缓

慢运动,最大定位精度将小于10mm.取250144= 3,

g=10m/s2.
(1)假设6条钢索等长,分别固定在各支撑塔的

最高点,拉升过程中拉力大小相等.当馈源舱距地面

高24m时,求每条钢索与馈源舱连接处拉力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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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2)馈源舱在球冠面上缓慢运动,求馈源舱最

大机械能与最小机械能之差.
分析:该试题以FAST望远镜为背景,主要考查

了力学与机械能相关知识,在核心素养的要求下,以

科学技术为背景的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

有意义的.设计者很显然是想通过阅读题目让学生

了解关于FAST的详细内容,同时又可以透过信息

感受到情境的真实性,这样做的确有一定好处,但该

试题中为了创设情境使用了261个字,其中使用了

“馈源舱”“轻型索支撑馈源平台”“卷扬机”以及详

细的地址和英文,过多复杂的字眼和专业词汇让考

试中焦虑的学子根本无暇顾及,几乎所有的教师都

会告知自己的学生节约时间直接看问题,最终背离

出题者本意.再有,过长的不必要信息、高密度的信

息,会占用学生的工作记忆,存在使学生忽视主要信

息的可能,实质上增加了试题的难度,应根据考查需

要科学控制[4].因此试题中文字表达要简单,避免使

用过多修辞、生僻字眼、专业词汇、歧义词汇,等等,

力求试题情境创设清楚易懂,使学生容易接受.
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背景的试题情境中,我们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值得商榷的表达,我们可以适当

使用专业词汇,也可以提供详细信息,但凡事有度,

过犹不及.在福建省2018年高三质量检查测试中我

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以FAST为情境的

试题,该试题仅用一句话来简略介绍,之后直奔主

题,“位于贵州的“中国天眼”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

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FAST).通过FAST测得

水星与太阳的视角为θ(水星、太阳分别与观察者的

连线所夹的角)……”.完善并详细的情境内容的确

有很多好处,但毕竟试题不是科普读物,更不是阅读

理解,当表达文字给试题阅读增加困难,使学生把时

间花在了阅读上,这就变成了舍本逐末.

1.2 图片表达多余

案例2[5]:CRH3A型和谐号动车组是西成高铁

的主力军,如图1所示,它牵引力较普通动车组大,

可以保证动车组在20‰ 的坡道上静止和启动不溜

车,实现坡停、坡启.早年建成的宝成铁路,是靠两个

机车一前一后同时使劲,才能穿越蜀道、翻越秦岭.

CRH3A列车从清凉山隧道开始一路上坡,采用大

坡度穿越秦岭,长达数十公里.如果有一段坡度为

25‰ 的桥面,坡道直接落差为1000m,我们假设列

车从坡底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经1000s
到达坡顶.已知列车总质量为200t,受到的阻力为

1.34×105N,求:列车到达坡顶的速度有多大? 列

车爬坡时需要多大的牵引力.

图1 西成高铁

分析:除了文字表达之外,图片是情境创设中容

易被忽视,但尤为重要的部分.该试题情境同样与科

技生活联系紧密,主要考查学生牛顿定律以及运动

学相关知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图片里提供了很多

信息,特别是很多数字信息.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学生

了解高铁发展,更容易进入情境来思考问题.可是,

从试题角度来看,诸多额外信息容易造成关键信息

提取难度.如果试题是要考查学生关于牛顿定律等

物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可结果学生明明很好掌握了

相关知识却因为被信息干扰而出现失误,那就说明

这样的图片表达是欠妥的.图片是情境创设的6条

途径之一,它首先是为了学生更好地理解题意和融

入情境,而不是为了给学生制造混乱.在试题中使用

图片无非3种情况,其一是提供图片来让学生提取

回答问题必要的信息;其二是提供图片限制题意,让

学生只解决图片中给定的情况;其三是试题在情境

创设中以图片来简化语言表达,用图片来让学生更

快更好地理解题意,提取关键信息.但是本题的图片

很明显以上3点都没做到.所以从图片表达的出发

点来讲,该试题应该对图片内容进行删减,去掉不必

要的数字信息,简单陈述高铁信息来方便学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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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题情境创设的内容存在的问题

2.1 内容虚假

案例3[6]:图2为一辆熄火在公路上的大卡车,

正被一辆小轿车从后面推回城里.在汽车推着卡车

试图加速到某速度前进的过程中 ……(后续问题

略)

图2 汽车推卡车

分析:该试题希望通过日常生活情境来考查学

生对牛顿第三定律的理解情况,但该情境仅是看似

来源于生活,其实有违常识,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

况.首先,汽车抛锚之后,利用后车推动前车回城,有

违我国交通法规;其次,实际来看,后车根本没有视

野,存在安全隐患,没有办法安全控制前车的运动.
因此,这样的问题情境是彻彻底底的虚假情境.这样

的情境创设虽然有着训练学生知识技能的作用,但

是学生在这样的虚假情境之下学习,不仅会因为莫

名其妙的问题条件而感到物理课内容的虚假,长期

以往更易造成学生对物理的兴趣下降.物理知识具

有情境性,情境性应该具有生活化,而生活化不代表

着就是简简单单在问题中用几个生活中常见的事物

来创设情境,我们必须要保证整个情境的真实性.这

不仅是因为真实拥有认知上的价值,更在于真实的

情境能够与学生真实感受的生活相关,能调动他们

全部的注意和从生活获得的经验去探讨与发现问

题.而且探究和解决在真实情境中所产生的问题更

有助于学生养成善于发现问题的习惯.
鉴于此,我们应尽量取材于真实情况来设计题

目以保证情境的合理性、真实性,例如本题中抛锚的

卡车,应该由拖车来载其回城,由此可以引发关于惯

性、摩擦力等问题,也可以由马力更大的车在前方进

行拖拽,引出牛顿第三定律的问题,等等.

2.2 内容陈旧

案例4(2016辽宁抚顺普通高中模拟第22题):

在用打点计时器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实验中,使

质量m=1.00kg的重物自由下落,打点计时器在纸

带上打出一系列的点,选取一条符合实验要求的纸

带如图3所示.O为第一个点,A,B,C为从合适位置

开始选取的连续点中的3个点.已知打点计时器每

隔0.02s打一个点,当地的重力加速度g=9.80

m/s2,那么 ……(问题略)

图3 打点计时器打出的纸带

分析:该试题情境使用的是打点计时器验证机

械能守恒定律的实验,设置这样令学生熟悉的情境

可以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又可以避免陌生情境带

来的生涩感.但是这样的情境创设又带来几点问题.
第一,容易造成学生的题海战术,如果试题的情境陈

旧,学生就可以借助大量的刷题来提高自己碰到类

似情境试题的概率,这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同时也会

因此影响试题的区分度、考试的公正性.第二,素养

的发展需要与多样化的情境相联系,该试题情境没

有任何创新,只使用了打点计时器验证机械能守恒

定律的实验,试题情境创设要多样、复杂,要求避开

对熟知情境的简单模仿,强调已有知识在新情境运

用过程中的创新[7],陈旧的情境内容是让学生在做

重复劳动.相比之下,2016年全国Ⅱ卷第22题中将

打点计时器与弹簧相连,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4所

示,虽然考查的学科知识仍然是相近内容,但是在情

境创设上做到了新意,两种装置源于教材却又创设

了全新的情境.

图4 2016年全国 Ⅱ 卷第22题装置示意图

在教学经验中,经常有学生表示自己害怕做高

考题,不会做高考题,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高考题

情境创设新,其中原因之二就是日常训练中教师为

学生创设的试题情境陈旧.认知科学与信息加工理

论认为“迁移是把在某一情境中所学到的东西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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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到新情境中去的能力”[8],试问如果情境创设总

是这样一成不变地使用陈旧材料,让学生翻来覆去

地体验相同的情境,学生的迁移能力如何得到锻

炼! 而迁移恰恰是核心素养之下极为重要的能力,

知识的迁移性能够增加,素养也才能发展[2],所以在

试题情境创设中我们要避免例4这样陈旧不变的内

容,而应该旧中有变,变中有新,科学利用学生体验

过的旧材料.

2.3 内容结合度差

案例5(2016北京理综第17题):中国宋代科学

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最早记载了地磁偏角,“以

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进

一步研究表明,地球周围地磁场的磁感线分布示意

图如图5所示.结果上述材料,下面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地理南、北极与地磁场的南、北极不重合

B.地球内部也存在磁场,地磁南极在地理北极

附近

C.地球表面任意位置的地磁场方向都与地面

平行

D.地磁场对射向地球赤道的带电宇宙射线粒

子有力的作用

图5 磁感线方向示意图

分析:内容结合度指的是情境与学科知识的融

合度.问题考查的是地球磁感线和磁极相关知识,引

用了沈括的记载后又提供了地球磁感线方向示意

图,题目本意是想通过沈括的情境来帮助学生了解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又能培养学生爱国情怀,但是选

项与沈括的记载关联甚小,情境是完全脱离在问题

之外的部分,简单来说该题完全可以只看选项就可

以判断出答案,这就让阅读者感觉沈括的内容是“强

加”上去的.另外,试题提供了一张示意图,已经通

过图片的表达为学生创设了一个情境,这更显得沈

括的内容突兀、多余.对于此道题目,我们可以在选

项中增加与沈括内容相关的选项,从而增加情境的

结合度,例如“沈括的记载说明磁针静止时,所指的

北方与真正北方存在夹角”.试题中的情境创设是为

让学生在给定的情境中进行思考来解决问题,而不

仅仅是停留于阅读文字.在问题情境创设中,内容结

合度是非常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若结合程度深,则

需要学生通过提取情境内容从而通过迁移解决问

题,对学生要求较高;若结合程度较差,则情境创设

体现不出价值变得空有其表,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

形式敷衍的情境创设.所以,如果要在试题中创设情

境,我们就必须有效地、有意义地进行学科知识同情

境的结合.保证二者结合度的前提来编制试题.

3 反思与启示

关于物理试题中情境创设出现的问题,我们必

须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产生上述所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忽视

了情境创设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应付,为了情

境而情境.试题中情境创设的目的是为学生核心素

养服务的.核心素养着力解决的是提高学生面对复

杂情境下的问题解决能力[9],所以情境创设是为了

给学生提供更多样化和复杂的情境,来考查和发展

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在编制过程中觉得试题必须

存在情境,或者说必须要创设一个情境才使题目“饱

满”,这样的观点就忽视了情境创设的目的.另一方

面来讲,无论怎么样进行情境创设,我们都必须以学

科内容为前提基础,因此建议试题的编制者要摆正

初衷,多样和复杂的情境要避免这种生搬硬套,对于

不适合与情境结合起来考查的内容就不要强加硬

塞,画蛇添足.此外,当我们明确为核心素养服务的

目的后,我们就是要提供更多样化和复杂的情境,这

种多样和复杂不应该体现在文字上或者图片上,我

们的重点应当是情境的内容,是由情境而带给学生

的主观认知感受和问题解决方面.
其次,避免将物理试题情境当作考查和训练学

生的“道具”.当过分地将情境当作“道具”就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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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情境时,一味追逐训练价值而胡编乱造,造成忽

视情境创设的合理性、真实性.李吉林说:“从‘真’

出发,用‘真’去启迪‘智’.”[10]这就是在告诉我们

情境创设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真”这一关键词.针

对这一情况,笔者建议在未来工作中应该多使用与

教育对象息息相关的生活素材来创设情境,与他们

自身相关的内容既是真实的,又是容易产生认知关

注的.当然,提到了教育对象,教育对象本身就是存

在差异的,仅仅将情境当作“工具”,也会造成对教育

对象的忽视.曾有研究者指出城市的高中生同农村

的高中生熟悉的情境存在差异,因此从教育对象的

特点上考量情境创设也很有必要.总之,在试题的情

境创设中,我们需要找到追求物理试题情境的“真”

与高效训练学生的“智”的平衡点,同时又要有效针

对教育对象的特点,这样才能做好情境创设的工作,

这一点值得在未来继续探讨.
再者,在未来发展中,关注情境创设结合度的研

究.情境创设的结合度影响了试题的难度,也就影响

了试题的公平性,展开针对试题情境创设的研究,也

是在保障教育的公平.其次,教师可以通过研究不同

结合度的试题,并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创设和利

用不同结合度的试题来为学生提供一个逐步体验的

过程,以此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学习心理.这一方

面内容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空缺,需要更多研究来补

充.
综上,试题中情境创设需要教师细心雕琢,应当

本着为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宗旨,创造更高质量的

试题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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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withExamplesonCreatingSituations
inPhysicsExamQuestionsofSeniorHighSchoolBased

onCoreAccomplishment———theProblemsandthePonder

ChenGe XuXiaomei
(CollegeofPhysicsandElectronicInformation,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500)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coreaccomplishment,therearelotsofattentionforcreatingsitiuationin

physicsexamquestionsofhighschool.However,Investigationandresearchsuggestedthatcreatingsituationsin

somequestionsdeservesfurtherdiscussionanddeliberation.Thepeaperexplainstheproblemsbyexamplesinthe

expressionandcontentofcreatingsituationinexamquestions,forwhichsomethoughtsandsuggestionsaregiven.

Keywords:physicsexamquestions;situation;creat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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