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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构建的“一核四层四翼”新高考评价体系,对2020年天津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

试物理卷从考查内容、考查要求等3个视角进行了分析,提出引导中学教学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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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天津新高考终于落下了帷幕,本次考试

为新政策六选三的第一年,从试题中我们可以看到

考试院认真落实国家“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

学”[1]的最新命题指导精神,其导向属性和选拔属

性显得非常突出.2020年天津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

考试物理卷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渗透物

理思想、研究方法,考查了学生的学科素养;突出情

境化试题,关注社会事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注重了试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

创新性”,能够起到服务选拔和导向教学的重要作

用[1].

1 试题总体特点

试题关注社会重大事件,注重物理与实际生产、

生活及科研成果的联系[2],立足基本模型,考查必备

知识,体现基础性;考点相互融合,体现综合性;紧密

联系生活实际和现代科技[2],体现应用性;打破思维

定势,重新构建模型体现创新性,并在实验题中重现

经典实验,回归物理教材和物理本质.

1.1 注重对物理必备知识的考查 突出了基础性

和综合性

试题考点均为各个章节主干知识,是学生应掌

握的必备知识,突出考试内容的基础性.不仅如此,

本次考试还突出了力和运动、功与能、力和动量、电

流电路等主线知识,通过这些主线,把各个考点综合

起来全面深刻地考查了学生对于高中核心概念的理

解与综合分析能力.

1.2 情境化的试题具有应用性 创新性

试卷设置很多情境的题,有天体运动、非接触式

体温测试仪、水枪、无线充电、复兴号、多反射飞行时

间质谱仪等,体现了知识的应用性和创新性,突出考

查学生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

2 试题体现功能

2.1 通过介绍国内先进科技 凸显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

【例1】(天津卷第2题)北斗问天,国之夙愿.如

图1所示,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的收官之星是地球静

止轨道卫星,其轨道半径约为地球半径的7倍.与近

地轨道卫星相比,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

A.周期大    B.线速度大

C.角速度大  D.加速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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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例1题图

答案:A.
本题是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之一,考查了解决

天体运动的必备知识,体现了知识的基础性和应用

性.
此外,北斗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由国家独立

自主研发、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斗导航系统,可以维护

国家安全、避免在未来战争中受制于人,也可以在个

人定位、气象应用、智能交通、应急救援方面发挥巨

大作用.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阻击战中,北斗系

统与大数据深度融合,迅速搜寻感染源,追踪其轨

迹,了解其密切接触者,进行下一步隔离,在阻断疫

情的进一步传播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例2】(天津卷第8题)如图2所示,复兴号动车

在世界上首次实现速度350km/h自动驾驶功能,成

为我国高铁自主创新的又一重大标志性成果.一列

质量为m 的动车,初速度为v0,以恒定功率P 在平

直轨道上运动,经时间t达到该功率下的最大速度

vm,设动车行驶过程所受到的阻力F 保持不变.动

车在时间t内(  )

A.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B.加速度逐渐减小

C.牵引力的功率P=Fvm

D.牵引力做功W =12mv2
m-12mv2

0

图2 例2题图

答案:B,C.
本题是瞬时功率、牛顿第二定律、平衡方程、动

能定理在机车运行情境下的综合应用,体现了知识

的综合性和应用性.要求学生进行推理、论证,判断

出机车的全程运动特点,这考查了学生的科学思维,

在此情境中需要的理解能力、推理论证能力都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能力.
我国的动车组复兴号,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从“大

脑”到“心脏”全部由中国创造.北斗、动车这些科技

实力,不仅改善日常生活,还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

地位,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感到自豪的.

2.2 社会事件渗透育人功能

【例3】(天津卷第3题)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中

华儿女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筑起了抗击疫情的巍峨

长城.志愿者用非接触式体温测量仪,通过人体辐射

的红外线测量体温,防控人员用紫外线灯在无人的

环境下消杀病毒,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红外线和紫

外线相比较(  )

A.红外线的光子能量比紫外线的大

B.真空中红外线的波长比紫外线的长

C.真空中红外线的传播速度比紫外线的大

D.红外线能发生偏振现象,而紫外线不能

答案:B.
本题考查了光的粒子性、波动性、传播速度、偏

振等基本概念,要求学生知道各种色光频率、波长的

相对大小关系,题目中也提到了红外线、紫外线的实

际应用.
这个题密切联系当前的重大社会事件新冠肺

炎,再现了中华儿女在党中央领导下抗击新冠的感

人事迹,它可以让学生关注实事动态,了解全国人民

团结一心抗击疫情的实例,尤其是和国外对待疫情

态度的对比,体现我国制度的优越性,培养爱国情

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3 情境化试题的价值

情境作为试题的重要部分,可以使学生将其掌

握的知识应用于实际的问题解决,突出体现知识的

应用性、创新性,重点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本套试

卷出现的情境有物理学史情境、实际生活情境、科技

前沿情境[2].

2.3.1 物理学史情境可以渗透物理思想、研究方

法,培养学生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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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天津第1题)在物理学发展的进程中,

人们通过对某些重要物理实验的深入观察和研究,

获得正确的理论认识.下列图示的实验中导致发现

原子具有核式结构的是(  )

答案:D.
这些图片生动地展示了物理发展史上关键时期

的重大发现、重大转折.对这些实验的研究推动了物

理发展的进程,在研究过程中,突出了物理的研究思

想、研究方法,有着深远的意义.情境可以再现科学

家的研究过程,展现其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百折

不挠的科学精神,渗透物理思想、研究方法,培养学

科素养.

2.3.2 实际生活情境提倡知识应用性

【例5】(天津卷第5题)水枪是孩子们喜爱的玩

具,常见的气压式水枪储水罐示意图如图3所示.从

储水罐充气口充入气体,达到一定压强后,关闭充气

口.扣动扳机将阀门M 打开,水即从枪口喷出.若在

水不断喷出的过程中,罐内气体温度始终保持不变,

则气体(  )

图3 例5题图

A.压强变大    B.对外界做功

C.对外界放热   D.分子平均动能变大

答案:B.
这样的题充满着趣味性,学生做这样的题感觉

非常熟悉但又有深刻的物理内涵,生活中这样的例

子很多,使学生觉得物理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留心

生活处处皆物理.将生活情境融入试题中有利于学

生养成观察生活的好习惯,培养学生用物理知识解

释生活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了物理的趣

味性和应用性.

2.3.3 现代科技情境体现知识创新性

【例6】(天津卷第6题)手机无线充电是比较新

颖的充电方式.如图4所示,电磁感应式无线充电的

原理与变压器类似,通过分别安装在充电基座和接

收能量装置上的线圈,利用产生的磁场传递能量.当

充电基座上的送电线圈通入正弦式交变电流后,就

会在邻近的受电线圈中感应出电流,最终实现为手

机电池充电.在充电过程中(  )

图4 例6题图

A.送电线圈中电流产生的磁场呈周期性变化

B.受电线圈中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恒定不变

C.送电线圈和受电线圈通过互感现象实现能

量传递

D.手机和基座无需导线连接,这样传递能量没

有损失

答案:A,C.
本题考查的是互感现象在实际生活中的创新应

用,学生容易把它看成理想变压器模型,从而错选选

项D,实际上,手机无线充电装置的结构和理想变压

器不同,送电线圈和受电线圈并没有缠绕在一个闭

合的铁芯上,会有漏磁现象,属于和变压器不同的创

新应用,生搬硬套变压器的结论是不行的.

2.3.4 陌生科技情境可以考查学科素养

【例7】(天津卷第12题)多反射飞行时间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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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是一种测量离子质量的新型实验仪器,其基本原

理如图5所示,从离子源A 处飘出的离子初速度不

计,经电压为U的匀强电场加速后射入质量分析器.
质量分析器由两个反射区和长为l的漂移管(无场

区域)构成,开始时反射区1和2均未加电场,当离

子第一次进入漂移管时,两反射区开始加上电场强

度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匀强电场,其电场强度足够

大,使得进入反射区的离子能够反射回漂移管.离子

在质量分析器中经多次往复即将进入反射区2时,

撤去反射区的电场,离子打在荧光屏B上被探测到,

可测得离子从A 到B 的总飞行时间.设实验所用离

子的电荷量均为q,不计离子重力.
(1)求质量为m 的离子第一次通过漂移管所用

的时间T1;

(2)反射区加上电场,电场强度大小为E,求离

子能进入反射区的最大距离x;
(3)已知质量为m0 的离子总飞行时间为t0,待

测离子的总飞行时间为t1,两种离子在质量分析器

中反射相同次数,求待测离子质量m1.

图5 例7题图

答案:(1)T1=l
v0

=l m
2Uq

;(2)x=U
E
;(3)m1=

t1
t
æ

è
ç

ö

ø
÷

2

2

m0.

这个题属于相对陌生的有关科技情境的题,对

于这样的新情境,学生没有固定的套路,必须要独立

思考,认真分析物理过程,获取其中有用信息,构建

物理模型,找出合理的相关方法去解决问题.其中第

(3)问考查学生的抽象能力,需要把全程运动抽象

成两种本质运动,匀速直线运动和匀变速直线运动,

然后综合分析时间和速度、位移的关系,进行下一步

求解.本题需要学生具备模型建构、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充分考查了学生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

具有明显的区分度.
综上所述,本套试题落实了“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渗透物理思想、研究方法,考查了学生的学科素

养;突出情境化试题,关注社会事件,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注重了试题“基础性、综合

性、应用性、创新性”,能够起到服务选拔和导向教学

的重要作用.

3 教学建议

3.1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首先应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2],在

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古代文明、现代科技

有机融入习题中,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提升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教师也可以讲解一些时事,如“华为为

什么无端地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新冠肺炎阻击战

中你觉得哪些人最可爱? 我们作为学生该怎么去

做? ”等一系列的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感受到中

国日益强大背后的种种艰辛,明白中华民族努力奋

斗的伟大意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肩

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3.2 侧重学科的必备知识 培养关键能力

在物理教学时,要立足教材,夯实基础知识、基

本规律和基本模型,突出核心知识和主干知识;重视

课本课后习题,重视课本上的经典实验,提炼思想方

法,不能一味搞题海战术.高中物理教学应当注重培

养学生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

力.

3.3 重视情境教学 提升学科素养

物理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最后又回归生

活,服务生活.让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进入物理课堂,

可以拉近物理和生活的联系,揭示日常生活的物理

规律,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和终身学习

的习惯.
搜集一些陌生科技情境和改编习题更能使学生

摆脱思维定势,培养学生分析、建模、用已有知识来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切实培养科学思维和科学探

究能力,从而提升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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