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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2年义务教育物理学科课程标准提出了物理学科的学业质量,并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4个维度对物

理学科学业质量进行描述,以2022年广东学业水平考试物理卷第18题为例,从科学探究、科学思维两个维度谈学业

质量在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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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质量是学生完成课程阶段性学习后的学

业成就表现,反映核心素养要求.初中物理学业水平

考试的主要目的是检测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时

的学业成就,为初中毕业和升学提供重要依据,体现

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评价理念[1].下面

以2022年广东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科第18题为

例来看义务教育新课标背景下命题如何践行核心素

养,落实关于“科学探究”和“科学思维”学业质量的

具体运用,题目如下:

【题目】图1(a)是测量小灯泡在不同电压下电

阻的实验电路图(小灯泡额定电压为1.5V).
(1)小明按电路图连接实物,刚接上最后一根

导线,看到电流表指针立刻有偏转.若电路连线正

确,造成这种异常现象的原因是 .
(2)实验中,调节滑动变阻器,分别记录电压表

和电流表的示数如表1所示.
表1 试题18实验数据记录表

测量次序 1 2 3 4 5

电压U/V 1.80 1.50 1.0 0.30

电流I/A 0.32 0.30 0.26 0.18

  ①第4次测量对应的电压表和电流表示数如图

1(b)、(c)所示,此时小灯泡两端的电压是

V,通过它的电流是 A.

② 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阻是 Ω.

③第5次测量中,小灯泡不发光.小明断定是灯

丝断了.这个判断是 (选填“正确”或“错

误”)的,理由是 .

图1 试题18图

参考答案:(1)连接电路时,开关没有断开.
(2)0.6,0.22;5;错误,因为小灯泡与电流表串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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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表的示数为0.18A.

1 “科学探究”学业质量的具体运用

1.1 问题及分析

试题第(1)题要求学生通过获取题目提供的信

息后经历下列思维过程:

(1)控制变量.已经界定在“若电路连线正确”

范围内考虑问题.
(2)因果推理.“电流表指针立刻有偏转”说明

电路能接通,但与实验的基本要求“连接电路过程开

关需先断开”相矛盾,因而推理形成结论“开关没有

断开”.
(3)交流表达.题目没有采用选择性填空的方

式,而要求学生自行表达出“连接电路时,开关没有

断开”,进一步考查学生的交流表达能力.例如回答

问题时是否强调“连接电路过程”,可以反映出学生

“时空观”层次的不同;物理学科述语“断开”“闭合”

与日常生活的表达“打开”“关闭”的区分也能反映

不同层次的科学表达能力.

1.2 学业质量有关科学探究的描述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中学业质量有关科

学探究方面的描述如表2所示.
表2 课标中学业质量有关科学探究方面的描述

问题  能针对一些现象,发现并提出要探究的物理问题,能根据经验和已有知识作出猜想与假设[1]

证据

 能针对提出的问题,运用控制变量法等制订比较合理的科学探究方案,会正确使用学生必做实验所涉及

的实验器材,并根据实验方案进行规范、安全的实验操作,会正确读取和记录实验数据,能排除简单的实验

故障[1]

解释
 能根据实验目的整理信息,会用简单的图像或表格描述信息,能通过信息比较或图像分析发现其中的特

点,进行初步的因果判断,形成结论并作出解释[1]

交流
 能表达物理问题,会用物理学术语、符号、图表等描述探究过程,说明探究结果,撰写简单的科学探究

报告[1]

1.3 综合评析

通过上述题目的解释对照课标“科学探究”学

业质量的描述可以看出,上述题目仅一个问题针对

科学探究过程的考查,便可从科学方法、操作规范、

因果判断、解释交流、描述表达等对学生进行多角

度、全方位的考查.在问题、证据较为明确的情况下

测重于考查学生解释与交流两方面的能力,同时也

实现对测试对象进行科学探究方面的教育,发挥考

试的育人功能.

2 “科学思维”学业质量的具体运用

2.1 问题及分析

试题第(2)题第 ③ 问共两个填空,要求学生先

做出判断后再说明理由.
第一个填空让学生做出判断后用选择填空方式

作答(选填“正确”或“错误”),可适当提高测试的效

度及阅卷的效率.
第二个填空需要学生经历以下思维过程:

(1)应用模型.

1)小灯泡为什么会发光(电流做功 → 发热 →
发光);

2)小灯泡亮度影响因素(电流做功 → 做功有

快慢 → 功率 → 亮度);

3)功率的影响因素(P=UI→与电流、电压有

关);

4)灯光发光模型→规律(P=UI)→概念(P、

U、I).
(2)分析综合.经上述模型分析,综合得出小灯

泡不发光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无电流,另一种是有电

流,但功率太小.
(3)推理论证.从实验原理图及表格的第5组数

据两方面提取证据可推理得出不发光原因是第二

种,有电流,但功率太小.
(4)解释交流.试题在最后用“理由是 ”

的提问方式让学生自行表达较为开放,让学生在表

达中展现出自己的思维类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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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学生对小灯光不发光理由分析的4种类型

从电流方面考虑  a.电流表的示数为0.18A  b.电流表有示数  c.电流表示数不为零

从功率方面考虑
 a.从表中数据可以得出功率
为0.054W

 b.小灯泡功率不为零
 c.小灯泡功率比正常发光功率小
得多

从电压方面考虑  a.电压表示数只有0.3V  b.电压表示数太小  c.电压表示数不等于电源电压

从电阻方面考虑
 a.从表中数据计算得出小灯
泡阻值约1.67Ω

 b.从表中数据计算得出小
灯泡阻值不是无穷大

2.2 学业质量有关科学思维的描述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中学业质量有关科

学思维方面的描述如表4所示.

表4 课标中学业质量有关科学思维方面的描述

模型建构  在熟悉的情境中,会用所学模型分析常见的实际问题[1]

科学推理
 在进行简单的物理实验和其他实践活动中,能对活动中的信息进行归纳推理,得到物理结论,在面对日

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能运用所学物理概念、规律进行简单的演绎推理,得出结论[1]

科学论证  能依照证据形成自己的看法,具有利用证据进行论证的意识[1]

质疑创新
 在获取信息时,有判断信息的可靠性和合理性的意识,能从物理学视角对生活中不合理的说法进行质疑

并说出理由,发表自己的见解[1]

2.3 综合评析

通过上述题目的解释对照课标“科学思维”学业质

量的描述可以看出,关于灯泡不发光科学思维的提问

设计,从常见模型的建构、分析综合、科学推理、基于证

据进行论证等对学生进行考查,同时也利用比较开放

的方式让学生在回答问题中展示自己的思维过程.

3 结束语

义务教育阶段物理学科的课程目标是促进学生

核心素养的养成与发展,以学业质量为命题依据的

初中物理学业水平考试是检测学生核心素养水平的

有效手段,在体现评价功能的同时也在导向教学的

改进.试题的命制实际是指向核心素养的各个要素,

本文只是在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两方面进行分析,实

际上试题中不少问题也在物理观念、科学态度与责

任方面进行设问和考查,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抛砖引

玉,望为读者带来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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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Practiceon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in“PhysicsThatChangestheWorld”

WANGXiaoou ZHOUKeya ZHANGLingli LIUZhiguo CAOYongyin YINGTao
(CollegeofPhysics,HarbinInstituteofTechnology,Harbin,Heilongjiang 150001)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teachingpracticeofcourse-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

PhysicsthatChangestheWorld.Thecoursehasnotonlyorganicallycombined“knowledgetransfer”and“value

guidance”,butalsointegratedenhancementofacademiclevelandcultivationoffamilyandcountryfeelings,

whichachievesknowledgeimpartmentaswellas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hesam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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