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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21—2022年广东省学业水平考试试题为例,阐述情境化试题内涵、特征,并结合个人实践经验提

炼出“情境化”试题的几种常见改编方法与策略.
关键词:情境;命题;高考

  广东省物理学科高考近两年来由全国统一命

题转为广东省地方自主命题,广东卷命题风格十分

鲜明,试题突显以情境为载体,情境新颖、贴近生活,

体现时代性.问题的设计灵活多变,用“真情境”考

查“真素养”,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

导向作用,有效引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

象.而如何科学、合理地把试题“改旧变新”是物理

教师命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教学的核心

基本功之一.高考试题质量高、导向性强是最佳的试

题改编对象,尤其广东省近年试题更具有研究价值.
本文拟对2021—2022年高考广东卷物理部分

试题进行剖析,尝试窥视情境化试题的内涵与特征,

并结合个人实践经验提炼出“情境化”试题的几种

常见改编方法与策略.

1 情境化试题的“五要素”

所谓的“情境”即“问题情境”,在高考试题中,

情境是运用文字、数据、图表等形式,围绕一定主题

加以设置的.为呈现解题信息、设计问题任务、达成

测评目标而提供的载体,是实现从“解题”向“问题

解决”转变的载体.笔者认为,情境化试题通常有

五要素组成,即“价值目标”“必备知识”“物理模

型”“情境载体”及“问题设置”,这五要素不是孤立

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其简化关系如图1

所示.

图1 情境化五要素简化关系图

其中“价值目标”,发挥试题的统领和顶层设计

作用,决定试卷的蓝图立意和试题的价值取向.“价

值目标”明确“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核

心功能,是命题评价的根本任务.
“必备知识”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中的内容标

准所要求的高中知识内容,是形成关键能力和学科

素养的基础,是试题的底层知识.
“物理模型”是研究和解决物理学问题时,舍弃

次要因素,抓住主要因素,建立的概念模型,是对实

际问题的简化、抽象和凝练.“物理模型”是试题的

内核,也是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关键.
“情境载体”以自然界与社会生产生活中客观

存在的现象或过程为背景材料,或是与自然、生产、

生活、科技实际等密切联系的生活实践情境,或是探

究过程中、物理学史为背景的学习探索情境.“情境

载体”是试题呈现的重要载体,也是必备知识、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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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具体化描述,同时它也为问题的设计铺垫场

景.“情境载体”的描述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能

力水平,要服务价值目标的导向作用.
“问题设置”是情境中提炼出来的待解决问题,

围绕情境从不同角度设计不同层次的问题.设问是

考核的最终表现形式,区分优生的重要手段,体现试

题的选拔功能.为此,设问必须具有针对性、有效性

和梯度性,以更好地考查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

水平层次;同时问题设置需要呼应价值目标的导向

作用,是试题的落脚点.
总的来说,“价值目标”起统领作用,“必备知

识”是底层知识,“物理模型”是关键内核,“情境载

体”是过程描述,“问题设置”是落脚点.

2 改编情境化试题的一般路径

课标在“命题建议”一章中要求:“试题应有明

确的测试目标;试题所涉及的知识内容应具有代表

性;试题的情境要具有一定的问题性、现实性、探究

性或开放性;试题的编制要科学、规范.”[2]因此,在
试题改编中,价值目标是灵魂,情境化是生命,科学

性是保障.做到立意的创造性、素材信息的时代性、

知识应用的实践性、解决问题的探究性、思维方法的

多元性、情境过程的综合性、问题设计的开放性、解
答问题的多样性等和谐统一,才能考核核心素养所

能涵盖的所有可测的核心素养.
下面就情境化试题改编,谈谈笔者在实践中总

结的几种常见的改编方法与策略.
2.1 路径一 ——— 加载式改编

改编要领:原始物理问题+情境载体 =情境化

试题

将“冰冷”的物理问题,“加载”到真实的生活或

生产实践情境中,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进行解决问

题或完成任务,实现从单纯的“解题”向“解决问题”

转化,让学生感悟人类知识产生的本源,还原知识应

用的实际过程,落实科学素养、关键能力等方面的有

效考查.
教师编制试题的过程是将必备知识“加载”到

情境中的过程,实现试题“情境化”;而学生答题过程

是将情境“还原”为物理模型的过程,实现试题的

“去情境化”,把陌生的情境“还原”为熟悉的纯物理

问题.教师编制试题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教师编制试题过程

【案例1】(原题)如图3所示,地面有一小木块,

用一细绳子系在木块上,用一大小不变的力F 沿绳

拉动物块水平前进,设F 与竖直线夹角为α,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图3 案例1题图

A.α角度越大,F 的水平分力越大

B.α角度越小,F 的水平分力越大

C.物块匀速前进时,绳对木块的拉力小于木块

对绳的拉力

D.物块加速前进时,绳对木块的拉力小于木块

对绳的拉力

【案例2】(2021年高考广东卷第3题)唐代《耒
耜经》记载了曲辕犁相对直辕犁的优势之一是起土

省力,设牛用大小相等的拉力F 通过耕索分别拉两

种犁,F与竖直方向的夹角分别为α和β,α<β,如图

4所示,忽略耕索质量,耕地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  )

图4 案例2题图

A.耕索对曲辕犁拉力的水平分力比对直辕犁

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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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耕索对曲辕犁拉力的竖直分力比对直辕犁

的大

C.曲辕犁匀速前进时,耕索对犁的拉力小于犁

对耕索的拉力

D.直辕犁加速前进时,耕索对犁的拉力大于犁

对耕索的拉力

点评:案例1中的原题和2021年高考题第3题

考查的“物理观念”和必备知识均相同,即可考查的

运动观念、相互作用的观念,考查力的分解和牛顿第

三定律的理解和应用.不同之处在于2021年高考题

将生硬晦涩的细绳拉小物块的物理问题,转换为中

国古代曲辕犁相对直辕犁具有优势这一古代劳动情

境之中.在阅读时,学生仿佛经历了犁的发现史和演

变史,回到农耕时代体会劳动农民智慧的设计思路,

促进了学生对物理力学本质的理解.试题“品质”更

上一层,不再单纯考查考生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还
考查了学生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分析问题,以及核

心素养中的“科学思维”中的模型建构能力和科学

推理能力.
试题的情境改编过程中,命题者通常会用较长

的文字和图、表搭配提供的信息来陈述物理事实、阐
明物理过程,这就给学生获取信息带来一定的挑战,

学生必须通过仔细审读试题,对隐藏在情境中的模

型规律进行“拆解、还原”,梳理出已知条件、未知条

件和隐含条件,从情境化试题中提炼出相应的物理

模型,把陌生的情境“还原”为熟悉的纯物理问题.
因此,情境化试题使得考试也再不是单纯考查

学生掌握知识的熟练程度,而是考查学生的思维能

力和分析能力.
2.2 路径二 ——— 替换式改编

改编要领:同一必备知识+改变情境载体 =新

的情境化试题

物理素材的新颖性和物理情境的创新性是命题

质量的关键.同样的必备知识,可以结合不同的命题

意图,创设不同的情境,以期试题更具新颖性、时代

性、导向性等.我们把这种改编称为“移花接木根不

改”———“移花”就是移去旧题的情境载体,“接木”

是替换“嫁接”新的情境载体,“根不改”是指试题考

查的必备知识不变.“加载”情境后的试题,更能突

出对学生“学以致用”的应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同时防止考生机械式刷题、引导师生跳出

题海,更好地推动课程改革,促进素质教育实施.
【案例3】(2022年高考广东卷第1题)图5是可

用来制作豆腐的石磨.木柄AB 静止时,连接AB 的

轻绳处于绷紧状态.O点是3根轻绳的结点,F、F1和

F2分别表示3根绳的拉力大小,F1=F2且∠AOB=
60°.下列关系式正确的是(  )

图5 2022年高考广东卷第1题图

A.F=F1   B.F=2F1

C.F=3F1  D.F= 3F1

【案例4】(案例3改编题)如图6所示,起重机将

重力为G 的正方形工件缓缓吊起,4根等长的钢索

(质量不计),一端分别固定在正方形工件的4个角

上,另一端汇聚一起挂在挂钩上,这4根钢索方向与

竖直方向夹角相等,均为60°,每根钢绳受力F 与工

件重力G 的关系正确的是(  )

图6 案例4题图

A.F=G   B.F=G
2

C.F=G
3  D.F= 3

3G

点评:案例3中原题和改编题考查的必备知识

均为共点力平衡和力的合成与分解,但两者加载到

的情境不同.原题是古代劳动场景,改编题为现代化

机械劳动场景,各有特色.现在许多领域与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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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际相联系的科技应用层出不穷,新颖的题材和

创新的物理情境更能体现试题的时代性和考试的公

平性.贴近生活的情境,更能体现物理来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留意身边的科学,

并会用物理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解决问题,更能考查

学生的学科素养.

2.3 路径三 ——— 调控式改编

改编要领:同一情境载体 + 改变设问角度或条

件参数=新情境化试题

高考物理考查中强调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试

题情境问题尤其关键,多角度、有针对性的设问更能

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同一情境的试题,可以通过改

变设问的角度改变,或改变试题的条件,如物理属

性、运动物理参数条件的改变,从而达到“形同神异”

的新情境试题,此类改编有利于考查学生物理思维

的灵活性与创新性,更有利于对学生学科素养水平

的测量与评价.
此类条件参数的改编,可以是研究对象本身物

理性质的改变,如物体导电性质从绝缘变成导体,电

性从正电荷变为负电荷;也可以是物理环境的改变,

比如接触面从光滑平面变为粗糙平面,或电荷所处

的电场、磁场方向或大小的改变等等.总而言之,通

过改变情境过程中的一些物理量或参数,既让学生

感到有“似曾见过”熟悉感,又在熟悉环境中增加一

定的创新元素和综合元素,熟悉中又有陌生感,这类

改编对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起到很好的

诊断和甄别作用.
【案例5】(2022年高考广东卷第3题)图7是滑

雪道的示意图.可视为质点的运动员从斜坡上的 M
点由静止自由滑下,经过水平NP 段后飞入空中,在

Q点落地.不计运动员经过N点的机械能损失,不计

摩擦力和空气阻力.
下列能表示该过程运动员速度大小v或加速度

大小a 随时间t变化的图像是(  )

图7 滑雪道示意图

【案例6】(案例5改编题1)图8是滑雪道的示意图.
可视为质点的运动员从斜坡上的 M 点由静止自由

滑下,经过水平NP 段后飞入空中,在Q 点落地.不

计运动员经过N 点的机械能损失,不计摩擦力和空

气阻力.下列能表示该过程运动员的机械能E 和动

能Ek 分别随时间t和t2 变化的图像是(  )

图8 滑雪道示意图

【案例7】(案例5改编题2)北京冬奥会对滑雪

运动引发全国的滑雪热潮.如图9为某滑雪爱好者

的滑雪场景,他由静止开始从一较陡斜坡滑到较为

平缓的斜坡,假设整个过程未用雪杖加速,而且在两

斜坡交接处无机械能损失,两斜坡动摩擦因数相同.
下面列图像中x、t、Ek、E 分别表示滑雪爱好者的水

平位移、所用时间、动能和机械能等(取地面为零势

能面),下列图像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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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滑雪场景示意图

点评:案例5~7这3道题均以滑雪运动员从斜

坡下滑作为情境场景,其中案例6题目只对原题

(2022年高考广东卷第3题)的设问内容做出改编,

从问运动员速度大小v或加速度大小a 随时间t变

化的图像,改编为问运动员的机械能E和动能Ek分

别随时间t和t2变化;而案例7则不仅对设问内容作

出改编,还对运动员滑雪过程中的物理条件也作出

改编,即从不计摩擦改编为要考虑摩擦力.不同角度

的变形,不同角度的设问,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思

维,能够推动学生在原有认知的基础上进行更深的

拓展和创新,这就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

刻,从而提升物理学习的效率.

3 结束语

高考评价体系规定了高考的考查载体 ——— 情

境,以此承载考查内容,实现学科素养的考查要求,

这种“基于情境问题的评价”为新高考命题改革拉

开了序幕.掌握情境化试题改编的基本方法,学会

“改旧变新”,对提升教师自身命题 能力和专业化发

展大有益处;对典型的试题合理改编,发挥核心价值

的引领作用,更新新颖的情境素材,优化试题呈现方

式,有利于对学生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的考查,有利

于变“解题”为“解决问题”,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深度

学习和学科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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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toextractseveralcommonadaptationmethodsandstrategiesfor“contextualization”questions.

Keywords:situation;appointtest;questions
—831—

2023年第7期 物理通报 考试与评价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