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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2年广州市中考物理试题以课标为纲,以教材为本,充分体现义务教育物理新课程标准要求,并贯

彻落实到所有题型;注重从教材中选取命题情境素材,旨在体现教材对教学的指导作用,引导教学回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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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命题特点及基本结构

2022年广州市中考物理试题以“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为准则,以《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为依

据[1],关注学生核心素养,试题以创设多元情境为载

体,以考查学生高阶思维为导向,注重解决问题能力

的培养,此类中考试题在育人和教学方面发挥了导

向作用,引导学生深度学习.
整套物理试题继承了往年的命题风格,同时试

题考查的知识点也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特点,并严

格以《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0年版》》为立足

点,凸显育人导向,紧扣教材内容,体现课标要求,重

视素养考查.整个试题体现以下特点:

(1)围绕立德树人,落实五育并举;

(2)重视科学思维,导向科学素养;

(3)回归教材内容,重视考查基础;

(4)体现学以致用,学会解决问题;

(5)突出学科特点,考查综合能力.
纵观整个物理试题,突出体现试卷的有针对性

的效度与科学性的信度,试题整体的难度系数较大.
全卷共18个小题,满分90分.试题在整体结构、内

容及分值比例等方面基本保持稳定(表1),试题重

在考查学生的建模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表1 试题题型、考查内容及分值分布

知识 声学 光学 热学 力学 电学 总分 各学科分值占比图

选择题/分 3 6 12 9 30

非选择题/分 6 4 7 5 22

计算题/分 9 17 12 38

小计/分 3 6 19 36 26 90

分值占比/% 3.3 6.7 21.1 40.0 28.9 100

2 试题情境命题分析

2022年广州市中考物理试题整体以“稳中求

变、守正创新”作为总基调,全卷中18道小题全部是

情境化试题,体现了“非情境不成题”的命题思路.

所谓情境是指运用文字、数据、图表等形式,围绕一

定主题加以设置,为呈现解题信息、设计问题任务、

达成测评目标提供载体.情境化命题是从命题角度

出发的一种命题方式,情境是命题者在试题中创设

的环境、氛围、场景等的总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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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2](表2~4).
表2 命题情境来源(辨别参数)

情境来源 知识块/题量 总题量/题 分值/分 命题情境来源分值占比图

生活情境
 力学/3、声学/1、电学/1、
热学/1

6 33

前沿情境  热学/1、电学/1 2 15

社会情境  热学/1、力学/2 3 9

探究情境
 电学/1、电学/2、力学/2、
热学/1、光学/1

7 33

小计  5大知识块/18 18 90

表3 命题情境考查功能(内容参数)

考查功能 考查功能内容 考查知识点 分值 命题情境考查功能分值占比图

较低级别
识别考查

问题
 晶体熔点、内燃机效率、磁场方向 9

中等级别
提取相关

信息

 速度、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声音特

征、电荷间相互作用规律、电路设计、浮
力、压强、物态变化、透镜光路作图

32

较高级别
理解并

运用信息

 惯性、电流方向、电动机发电机原理、
能量转化、电功率、欧姆定律、焦耳定

律、电磁继电器、功、功率、机械效率、平
衡力、受力分析、热传递、比热容、散热

因素

49

表4 命题情境层次(装扮参数)

情境层次 装扮参数 题量/题 分值/分 命题情境层次分值分布图

情境分离 情境与试题无直接关系 1 3

情境嵌入 考查融入教材 10 32

情境融合 考查考场自学 8 55

3 创设多元命题情境 聚焦高阶思维

华中师范大学郭元祥教授的说法:深度学习是

一种主动的、探究式的、理解性的学习,关注学习者

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2].然而高阶思维是深度学习

之魂.高阶思维品质有敏捷性、深刻性、灵活性、批判

性、独创性.它们的关系如图1所示.
高阶思维包括科学思维方法和品质,学生主要

通过“发现问题、建构问题、解决问题、反思问题、设

计问题”5个层次的问题化学习,充分运用分析与综
图1 高阶思维品质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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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抽象与概括、比较与分类、逻辑推理、类比思维、

臻美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实现自身科学思维的进

阶与发展.它的提升路径如图2所示.

图2 高阶思维提升路径

2022年广州市中考物理试题18道情境命题

中,思维品质敏捷性、深度性、灵活性、批判性、独创

性试题题量分别有2道、4道、6道、3道、3道.下面选

择有代表性试题做分析.

3.1 熟悉的生活情境 发现问题激活高阶思维敏

捷性 助推深度学习

思维敏捷性表现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时快速、

灵活与准确.在考场中,考生通过熟悉的生活情境阅

读,能够在满足学生强烈求知欲和好奇心的同时,又

能引导他们发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最终激发尽可

能多甚至全部学生产生学习需求.因此,在平时教学

中应加强对课堂问题的研究引导学生深度学习.
【例1】(2022年广州市中考第1小题)小苏步行

的部分信息如图3所示,根据信息可推测此过程小

苏(  )

A.步长约为2m

B.每分钟步行15km

C.平均速度为4km/h

D.步行3km用时15min

图3 高阶思维提升路径

考查热点:此题以生活中的体育来创设情境,结

合物理知识点“速度”来考查学生,让学生能够在解

题过程中感受体育在学习、生活中的重要性,体现了

“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的新要求.这样有利于学生

增强体育锻炼的意识,激发体育锻炼的热情.
思路解读:A.由图可知,小苏步行3km步数为

4718步,则步长l=3000m4718步≈0.6m/步,故A不符

合题意;对于选项B、C、D,由图可知步行3km用时

45min,则步行的速度为

v=s
t =3km45

60h
=4km/h≈0.067km/min

故B、D不符合题意,C符合题意.

3.2 新颖的前沿情境 建构问题促进高阶思维深

刻性 带动深度学习

问题化学习倡导学生会判断核心问题,能建构

完善问题系统,拥有追问、深究与质疑的能力构建并

列式、递进式、开放式问题串,给高阶思维的发展搭

建合适的问题支架.问题的内涵决定了思维的深度,

因此要想促进学生思维深刻性的发展,仅有针对知

识点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设计出指向对应科

学大概念的高阶问题.学生只有亲自构建并列式、递

进式、开放式问题串,才能不断激发思维潜能,才能

真正实现科学概念的建构与思维的发展.
【例2】(2022年广州市中考第16小题 )小明用

红外成像测温仪拍摄桌面,拍得画面显示桌面上A、

B、C位置温度如图4(a)所示,接着手用力快速摩擦

其中一个位置,在另一个位置喷上温度为25.5℃
的酒精,再用红外成像测温仪拍摄桌面,拍得画面如

图4(b)所示.
(1)小明在 A、B、C 哪个位置用手快速摩擦

桌面?

(2)喷在桌面上的酒精发生了哪种物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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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态变化过程要吸热还是放热?

(3)图4(b)中A、B 位置发出的红外线在真空

中的传播速度大小是否相等?

图4 例2题图

考查热点:坚持“五育并举”,凸显智育,就是着

力培养学生的学科关键能力,在第16题中,以红外

成像测温仪为情境,考查了学生分析综合能力和建

模能力.题目中考查改变内能方式、物态变化、光速,

有效考查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同时题目中做功改

变物体内能考查了学生较高的建模能力,带动学生

深度学习,突显了对学生智育的考查.

思路解读:

(1)用手快速摩擦桌面,手克服桌面的摩擦对

桌面做功,机械能转化为内能,桌面的内能增大,温

度升高,所以小明在A 位置用手快速摩擦了桌面.
(2)喷在桌面上的酒精由液态变为气态,发生

了汽化,汽化会吸热,桌面的温度会下降,所以小明

在B 位置喷上了酒精.
(3)A、B 位置的温度虽然不一样,辐射的红外

线强弱不同,但红外线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相同

的,都等于光速,为3×108m/s.

3.3 熟悉的社会情境 在解决问题中提升高阶思

维灵活性 促进深度学习

科学学科的核心素养特别强调学生解决问题能

力的发展,而问题的解决需要基于已知探索未知.美

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说过,高阶思维的发生并

不是自然的,它是在疑惑、模糊或怀疑的情境下引发

的.因此,学生需要在丰富多变的问题情境中不断开

展深度学习,历经问题解决的全过程,最终实现思维

灵活性的大幅度提升,以达到较高认知能力和思维

水平.
【例3】(2022年广州市中考第5题)如图5所示,

列车停在平直轨道上,车厢中小球b静止,忽略桌面

对b的摩擦及空气的影响.列车启动后,下列选项中

的情况可能出现的是(  )

图5 例3题图

考查热点:试题再现情境,学生的困惑解决不是

靠别人简单地告诉,试题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利用物

理知识解释现象和解决问题.试题符合物理学科的

特点,情境取材于生活实际,数据真实;不编造实验

数据,注重试题的科学性、探究性;不设置偏题、怪

题,确保试题的开放性、公平性.
思路解读:由图可知,列车停在平直轨道上,车

厢中小球b静止且与路灯杆在同一竖直线上.当列

车启动后,小球b由于惯性,仍保持原来的静止状

态,忽略桌面对b的摩擦及空气的影响,则小球b与

路灯杆之间的位置不发生改变,故 A符合题意,B、

C、D不符合题意.故选A.

3.4 情境融合 在反思问题中聚焦思维批判性 助

力深度学习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审视真伪、理性推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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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仅包含 “独立思考”,还包含“真理多元”,如

凭证据讲话、合乎逻辑地论证观点、善于提出不同问

题、不懈质疑、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意见的包容.新课

标中科学态度总目标也明确指出:学生要乐于倾听

他人的意见和想法,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善于从

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运用批判性思维大胆质疑,勇于

修正与完善自己的观点.
【例4】(2022年广州市中考第14题)如图6所

示,小芳设想利用升降台让球越弹越高.将球从 M
点竖直向下以某速度抛出,球经静止在位置a的台

面反弹后,到达的最高点为N.经台面反弹后上升过

程球的动能 (选填“增大”“不变”“减小”),

N 比M 高(选填“可能”“不可能”).球从N
点下降时,台面已升至合适的位置b并保持静止,球

再次经反弹后,到达的最高点P 比N 高

(选填“可能”“不可能”).

图6 例4题图

考查热点:试题通过文字、图表等多种方式呈现

信息,考查学生在不同呈现方式下提取信息和加工

信息的能力,试题要求学生根据题目所提供的信息

和已学的物理知识,做出相应推理和迁移应用知识.
该题是一道思维开放性试题,该题旨在鼓励学生打

破生活经验带来的思维束缚,对各种问题要敢于质

疑,勤于思考,培养学生甄别信息真假的能力,并学

会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思路解读:球经台面反弹后上升的过程中,质量

不变,速度变小,高度升高,动能减小,重力势能增

大,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3].球以一定速度从 M 点

抛出,下降过程,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动能增大;球

接触台面的过程,动能转化为弹性势能及内能;反弹

过程,弹性势能转化为动能,但此时的动能比接触台

面时的动能小;上升过程,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到

达M 点时,重力势能与下降时相同,动能一定比下

降时的小,但不一定为零,那么球仍可向上升,直到

速度为零,所以N 可能比M 高[4].小球从N 点下降

时,初速度为零,与台面接触的过程,有部分机械能

转化内能,则再次上升过程,速度为零时,高度小于

N 点.
答案:减少、可能、不可能.

3.5 探究情境 设计问题中彰显思维独创性 促进

深度学习

落实课标“活动建议”,强化实验能力、考查实验

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物理课程

目标、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有效途径[3].在教学

中,教师要借助实验过程,完成物理概念、规律的建

构过程,促进深度学习.
【例5】(广州市中考第19小题)小明想了解热

水在图7(a)中的哪个杯子中降温更快,他往两杯子

中倒入等质量热水同时开始计时,测得水温随时间

变化的图像如图7(b)所示.

图7 例5题图

(1)由图7可推测杯 (选填“甲”“乙”)

中的热水先降温至40℃;

(2) 杯(选填“甲”“乙”)中的水在0~

10min放出的热量较多,依据是 ;

(3)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两杯热水降温快慢的不

同,小明猜想可能是两个杯子开口散热面积的不同

和杯身散热的不同.请设计实验探究热水降温快慢

与玻璃杯开口大小是否有关,写出实验步骤(已提供

足量热水,从图8中自选器材).
实验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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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实验自选器材

  考查热点:本题以仿真课堂的形式呈现“小组

学习”的过程,加大课外新情境探究性试题的考查

力度,注重课程标准中活动建议的落实[5],旨在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试题要求学生根据

题目所提供的信息和已学的物理知识,做出相应推

理和迁移应用知识.试题还考查了学生借助文字、图

示、图表等方式规范表达思维,如开放性设问等,这

样的试题展现了逻辑思维过程,为不同层次学生的

答题提供了平台,有效地促进深度学习.
思路解读:

(1)由图7可知,相同时间内,乙杯中水温下降

得快,在初温都为70℃ 时,乙杯中的热水先降温至

40℃.
(2)由题意可知,甲、乙两杯中都为水、质量相

等,在0~10min内Δt甲 <Δt乙,根据Q=cmΔt可

知:Q甲 <Q乙,即乙杯中的水放出的热量较多.
(3)因热水降温快慢可能与两个杯子开口散热

面积的大小和杯身散热的情况有关,则在设计实验

时,要运用控制变量法,故实验步骤如下:

① 将玻璃杯 A 和玻璃杯B外表面包上隔热

材料;

② 将玻璃杯 A 和玻璃杯B倒入质量相等的

热水;

③ 用温度计测量玻璃杯A和玻璃杯B中热水

对应的温度t1;

④ 每隔5min再次测量温度,重复4次,在表1
中记录对应的温度;

⑤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表1 数据记录

玻璃杯 t1/℃ t2/℃ t3/℃ t4/℃ t5/℃

A

B

4 结束语

2022年广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试题,严

格依据《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实施

命题,凸显育人导向,紧贴教材内容,体现新课标要

求,重视素养考查.总之,指向高阶思维的物理命题,

要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会分析、会思考、会表

达,经历多角度的思考过程,才能发展高阶思维,促

进深度学习的发生[6].

初中学生的物理思维能力水平还是在比较稚嫩

的过程中生长,试题的考查必须嵌合在各种具体情

境发展过程中,在思维提升中将物理原理和规律运

用到鲜活的问题解决过程,在各种思维的交织碰撞

中迸发出绚丽的火花,在初中学生正确核心价值观

的成长进程中实现高阶思维的培养,在始终贯彻“从

生活走进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教学理念中落

实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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