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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渗透,各年段教学工作的重心逐渐向‘全面培养’转化.物理学科在初中课程

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该学科以实验为基础,实验教学直接决定了物理课程的整体教学.从实验教学的视

角剖析了2022年广东省中考物理试题中的部分题目,旨在通过把握考试风格与试题难度找出符合当前教育背景的

实验教学,从而推动初中物理教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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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题是中考物理试题中的主要载体,在指向

核心素养的教育背景下,物理实验试题不单单是学

生升学的工具,更是成为了衡量学生能力素养的标

尺.面对教育理念的变革,初中物理教师在教学中加

强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便更为重要,而提出问题

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加关键.身为一名物理教育工作

者,应当积极分析中考试题的风向标,从实验题目中

剖析新的教学模式,由此真正促进学生问题意识的

提升.

2 试题赏析:紧扣多问思维培养

2.1 关注实验细节 使学生“会问”

【例1】(2022年广东省中考物理试题第16题)

(1)图1(a)中刻度尺的分度值为 mm,

物体的长度为 cm.
(2)与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因得到了电子而带

电,用带电的橡胶棒接触验电器的金属球,金

属箔张开,如图1(b)所示,这两片金属箔带

种电荷.

(a)

(b)

图1 例1题图

赏析:两道题目体现了不同测量工具的使用.
(1)题考查了长度的测量,考生需要明确刻度尺

的分度值,确定物体对应的起始刻度和末刻度,二者

的差值则为物体的长度.刻度尺相邻刻度线间的距离

是刻度尺的分度值,这需要考生细致观察.倘若直接

给出答案,那么,学生极易从细节处发问“答案”的来

源.“物体的长度”更是体现了细节的重要性,测量者

需要将物体端点与刻度尺零刻度线对齐,再查看物体

另一端点所对应刻度尺的示数,即为物体的长度.
(2)题考查了验电器的使用,摩擦起电的实质

是电子的转移,与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得到电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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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负电,毛皮失去电子而带正电.考生需要把握知识

本质才能正确推理出答案.
因此,在实验教学中,教师需要借助细节激发学

生的问题意识,确保学生在关键处发问,从而才能保

证“问题”的有效性[1].

2.2 深挖实验现象 使学生“想问”

【例2】(2022年广东省中考物理试题第17题)

在“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实验中:

(1)小明安装好杠杆后,发现其左端下沉,如图

2(a)所示,为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平衡,应将平衡螺

母向 调节.
(2)如图2(b)所示,杠杆调节平衡后,在A处悬

挂3个钩码,每个钩码重0.5N.如果在B 处施加一

个拉力使杠杆在水平位置再次平衡,当方向为

时,拉力最小,大小为 N.
(3)课后,小明做了一个简易杠杆,调节杠杆在

水平位置平衡,然后在它两边恰当位置分别放上不

同数量的同种硬币,使其在水平位置再次平衡,如图

2(c)所示,则力臂l1∶l2= .若两边同时各取

走一枚硬币,则杠杆的 端将下沉.

图2 例2题图

赏析:本题考查了“杠杆的平衡条件”.第(1)问

属于常规基础题,考生只需知道调节杠杆在水平位

置平衡时,平衡螺母向上翘的一端移动即可.第(2)

问需要考生依照杠杆的平衡条件得出使杠杆保持水

平平衡的最小力,那么考生只有深挖实验现象才能

分析出正确答案.第(3)问是杠杆平衡条件的延伸,

考生需要根据杠杆平衡条件探究出力臂

l1∶l2=G2∶G1=4∶2
进而再运用逆向思维分析出若两边同时各取走一枚

硬币,杠杆的右端会下沉.不论是正向运用还是逆向

分析,都需要学生对杠杆平衡时的现象有正确理解

才能有效解决问题.介于此,教师在实验教学中需要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观察并剖析实验现象,由此才能

促使学生持续产生求知欲望.

2.3 重视图像分析 使学生“敢问”
【例3】(2022年广东省中考物理试题第18题)

图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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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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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电压和电流

测量次序 1 2 3 4 5

电压U/V 1.8 1.5 1.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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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和图3(c)所示,此时小灯泡两端的电压是

V,通过的电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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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3题图

赏析:电学在初中物理课程体系中有着一定难

度,本题关于测量小灯泡的电阻实验,其中涉及到电

路连接、常见故障的分析判断、实验过程的分析等,

综合性很强,在这张试卷中占分比重也较高,而适当

的图像辅助降低了试题难度,学生可以透过图像信

息来分析复杂的实验过程,由此解决相关问题.几个

问题难度呈阶梯式上升,第(1)问能够依照文字信

息很快判断出连接电路的过程中开关需要处于断开

状态.第(2)问中考查了电压表和电流表的读数、量

程,问题较为浅显;后续又引入了R=U
I

的公式运用

和串联电路的特点.最后一空需要填写“理由”,为开

放性问题,这就需要学生具备组织语言的能力和知

识的深度理解,所以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必须关注学

生的自主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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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析题在实验试题中十分常见,试卷需要

通过直观图像来反映某个实验步骤或者实验结论,

那么,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从图像中发现问题.同时,

直观的图像分析更加符合初中生的思维特点,所以

学生在图像辅助下也会更加“敢问”[2].

2.4 融合多元素材 使学生“善问”

【例4】[2022年广东省中考物理试题第22题第

(3)问]少量的紫外线照射是有益的,过量的紫外线

照射会损伤皮肤.紫外线能使荧光物质发光,小明想

检验某防晒霜对紫外线的阻挡作用,利用图4所示

的实验装置在暗室及一定防护下进行实验.
步骤一:如图4所示,固定好紫外线灯和涂有荧

光物质的硬纸板,将一块大小合适的玻璃板旋转在

(选填“Ⅰ”“Ⅱ”或“Ⅲ”)区域,且调整玻璃

板与硬纸板平行;

步骤二:打开紫外线灯,荧光物质发光;

步骤三:关闭紫外线灯,荧光物质不发光;

步骤四:按产品的说明书要求在玻璃板上均匀

涂满防晒霜,再次打开紫外线灯,荧光物质有微弱

发光.
由此可推断,该防晒霜 (选填“能”或“不

能”)阻挡全部紫外线.

图4 例4题图

赏析:第22题综合考查了学生对紫外线性质的

掌握情况,第(3)问是由小明这个角色提出要“检验

某防晒霜对紫外线的阻挡作用”,这在本质上便是一

种发现问题的体现.本题以补充实验步骤和实验结

论为指向,意在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步骤一的

空白处包含了“光沿直线传播”的知识点,因为光沿

直线传播,所以应该将玻璃板放在紫外线灯和涂有

荧光物质的硬纸板之间(Ⅱ 区域);在有防晒霜的情

况下,荧光物质仍然发光,所以说明了该防晒霜“不

能”阻挡全部紫外线.同时,该题在命题中融入了生

活元素,突出了物理与生活的联系,使学生在补充实

验步骤的过程中多角度分析“紫外线的性质”,由此

让考生在答题时增强了应用物理的意识,并给予了

学生从生活角度提出物理问题的启示[3].

3 教学启示:落实多问思维培养

3.1 创设问题情境 激发多问思维

教师之教不在于全盘授予,而在于相机诱导.
“诱导”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让学生回答问题,更是

为了调动学生的质疑精神.因此,教师应从多角度、

多维度地提出问题,促使学生能够从多个维度关注

实验细节处,从而帮助学生将“问题”落在实处.以
人教版八年级物理下册第十章“物体的浮沉条件”

为例,教师依据实验现象直接提出问题:“浸入液体

中的物体都会受到浮力,为什么小石块沉入水底,而
乒乓球却浮在水面呢? ”通过学生的思考探究,教
师引入课题:“物体的浮沉是由什么决定? ”这一行

为能够引导学生学会从细节视角发现问题,由此有

助于增强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
3.2 设计探索活动 培养多问思维

实验的本质便是探索,如何设计吸引学生的实

验活动则是教师需要重点分析的问题.小组合作模

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带动学生之间的思维碰撞,各组

成员在思维碰撞下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大

家还会通过自主探究来解决认知矛盾,这将有效促

进学生多问思维的形成.以九年级物理“探究欧姆定

律”为例,教师在课前将大家划分为水平相当的异

质小组.接着,教师给予各组足够的自主操作时间,

鼓励学生依照“电压表、电流表、滑动变阻器”的使

用方法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在小组实验

中,教师将主动权完全交给学生,学生则需要亲身经

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各组成员将会在互相质疑、

解答中共同成长.
3.3 强化变式训练 优化多问思维

图像类实验题目千变万化,再加上课改的推进,

现在的物理实验试题不再是浅显的图像分析,更多

的是文字、图像、经验的三重考查.因此,物理教师在

实验教学中需要积极引入不同形式的试题,以变式

训练的方式帮助学生牢牢把握知识本质.只有正确

理解了知识本质,才能形成熟练的解题技能,从而才

会提出更加有效且更加具有针对性的问题.以八年

级物理上册第五章“凸透镜成像的规律”为例,本节

实验试题也与图像分析息息相关,那么在本节教学

中,教师可以利用微课视频辅助学生开展同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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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变式训练.视频练习的方式更能调动学生的多

重感官,使学生掌握凸透镜的成像规律,从而将有效

驱动学生“多问、多解”.
3.4 拓展实验教学 增强多问思维

物理课程含万物,在实验教学中,教师不能只关

注教材中的文字,而是要从文字中剖析编写教材的

意图,并对其做出拓展延伸,由此才能切实发挥物理

课程的教育价值.广东中考物理试题中含有大量的

生活化素材,这充分突出了物理来自于生活的理念,

所以教师在实验教学中需要多多挖掘学生熟悉的生

活素材,这样才能点燃学生的参与兴趣,由此促使学

生逐渐主动提出问题.以八年级物理上册“光的反

射、光的折射”为例,在相关实验教学中,教师便可

以从身边的物理现象入手.常见的生活现象会打破

学生的固有认知,自然会点燃学生内心的问题意识,

于是学生将会主动提出疑问,由此积极经历完整的

实验过程[4].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考物理实验试题千变万化,新课改

背景下的物理实验试题既考查了学生的知识经验,
又关注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物理教师需要悉心

提取试题下的能力要求,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

一切学生”的思想对以往的实验教学模式做出全面

优化与创新,并在教学实践中加强对学生问题意识

的培养,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多问思维,从而真正实现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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