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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高考注重试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与创新性,同时渗透对物理思想与方法的考査.素材来源于

生活真实情境的试题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实际,引导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学会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素养.对两

道真实情境为载体的试题进行解析与拓展分析,并提出试题命制与教学启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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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

订)》指出考试试题要反映物理学科本质,密切联系

生产生活实际;注重以核心物理概念、规律、思想和

方法等内容设计试题,考查知识内容应具有代表性,

要反映物理学的知识结构和基本规律[1].
2022年高考是在《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理念指

引下、新课程标准为准绳约束下的高考命题,试题体

现新课程、新教材的思想理念.探寻部分试题特点与

命题规律对物理教学、备考指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明确高考的考查内容和考

查要求的同时,还明确了高考的考查载体 ——— 真实

的问题情境,以此承载考查内容,实现考查要求,实
现立德树人核心功能.

真实的问题情境主旨生活实践情境,此类试题

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灵活地解释生活现象,通过

选取体现文化、科技等适宜的素材问题情境,发挥试

题核心价值的引领作用,让学生运用必备知识和关

键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展现学科素养水

平.以拱券结构桥梁模型、智能手机测加速度随时间

变化两道试题为例分析以真实情境为载体的试题命

制及其教学启示.

1 拱券结构桥梁模型试题

【例题1】拱券结构的赵州桥展示了我国古代人

民的智慧和高超的造桥技术.作为一个简化模型用

6块形状相同的楔形块搭建成半圆形拱券结构桥梁

模型如图1所示.1号与6号楔形块固定在水平面

上,3号与4号、2号与5号楔形块的质量分别相同.
若不计楔形块之间的摩擦力,当桥梁模型稳定时,3
号与2号楔形块的质量之比为多少?

图1 拱券结构

试题以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实例为背景设置情境

结合型命题立意.生活实践情境具有真实性、问题设

置具有探究性、开放性,体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上

的巨大成就,彰显文化自信.如图2所示,赵州桥是

世界上现存年代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

坦弧敞肩石拱桥,其建造工艺独特,设计施工符合力

学原理,圆弧拱形式结构合理,由拱券沿宽度方向并

列组合在一起.如图1所示,整体分析,楔形块的全

部重力都分解到对桥墩的压力;对1号楔形块分析

可知水平方向受到指向内侧的摩擦力.所以,拱桥能

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不垮塌[2].

图2 赵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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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通过学生在面对复杂现实情境,参与相应

的分析解决问题中的外在表现来考查学科素养.考

查学生必备知识:能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会用共点

力的平衡条件分析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考查关键能

力:理解能力、模型建构能力、推理论证能力.通过模

型建构,利用整体与隔离法分析推理,应用数学知识

解决物理问题的过程中,建立运动与相互作用观,提

升科学思维能力,形成科学的态度与责任[3].

1.1 试题解析

试题中拱券结构模型作了理想化处理,不计摩

擦力,每个楔形块对应圆心角θ=30°.设3号、2号楔

形块质量分别为m1、m2,3号受到2号、4号楔形块作

用力大小分别为F1、F,2号受到1号楔形块作用力

大小为F2.隔离3号楔形块受力分析如图3所示;2
号、3号楔形块整体受力分析如图4所示.

图3 3号楔形块受力分析

图4 2号、3号楔形块整体受力分析

由共点力平衡知识得出

m1g=Ftanθ (1)

(m1+m2)g=Ftan2θ (2)

由式(1)与式(2)联立解得

m1

m2
=12

1.2 试题拓展分析

把图3与图4放在一起如图5所示,可以得出,

从过圆心的竖直方向逆时针每转一个楔形块,角度

增加一个θ.
由共点力平衡知识得出

m1g
(m1+m2)g=tanθtan2θ

(3)

式(3)变形得

m1

m2
= tanθ
tan2θ-tanθ=k

图5 图3与图4叠加

分析1:如果m1与m2比值大于k,即图1中2号

与5号楔形块质量小了,2号、5号两楔形块被向外

侧挤出,3号、4号两楔形块向内侧凹陷,桥梁模型

坍塌.

分析2:如果m1与m2比值小于k,即图1中2号

与5号楔形块质量大了,试题中2号、5号两楔形块

被挤压向内侧凹陷,3号、4号两楔形块向外侧挤出,

桥梁模型坍塌.

分析3:合理外推出,桥梁模型由8块形状相同

的楔形块组成如图6所示,左右两侧关于过圆心的

竖直方向对称楔形块的质量相等.设2号、3号、4

号楔形块的质量分别为m2、m3、m4,其中θ=22.5°.

图6 拱券结构

当桥梁模型稳定时,由共点力平衡知识得出

m4g
(m3+m4)g=tanθtan2θ

(4)

m4g
(m2+m3+m4)g=tanθtan3θ

(5)

由式(4)与式(5)联立解得3个楔形块的质量

之比.

同理可以类推出,由更多偶数块楔形块组成的

稳定的拱券结构桥梁模型对应楔形块的质量之比.

如果由奇数块楔形块组成的稳定的拱券结构桥梁模

型,可以把楔形块分成两块变成偶数块处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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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手机测加速度随时间变化试题

【例题2】某同学从5楼乘坐电梯下降到1楼,在

此过程中他利用手机内置的加速度传感器测得电梯

运行的加速度a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如图7所示,

则(  )

A.t=1s时该同学处于失重状态  

B.t=10s时该同学处于失重状态

C.此过程中电梯运行的最大速度约为0.56m/s

D.此过程中电梯运行的最大速度约为1.8m/s

图7 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试题以智能手机测电梯运行加速度随时间变化

为背景设置情境嵌入型命题立意.学生要在真实的

物理情境图像中提取信息,结合已有的物理知识进

行信息加工.

试题通过现实情境与学生在分析解决问题中考

查了学生的物理观念及科学思维能力.考查学生必

备知识:匀变速直线运动速度与时间的关系,a t图

像中面积的物理意义,超重与失重的条件;考查关键

能力:理解能力、模型建构能力、推理论证能力.通过

智能手机把实际的生活情景转换为物理图像,解决

问题过程中建立运动与相互作用观,提升科学思维

能力.

2.1 试题解析

结合生活常识,电梯从5楼下降到1楼过程中,

速度先增大、几乎不变、后减小.结合图像加速度先

向下增大、几乎不变、向下减小,中间段几乎为零,加

速度后向上增大、几乎不变、向上减小.加速度方向

向下某同学处于失重状态,加速度方向向上某同学

处于超重状态,选项A正确;纵轴物理量为加速度,

加速度最大值约为0.56m/s2,选项C错误;由v=

at知图像的面积表示速度变化量,估算出电梯运行

的最大速度约为1.8m/s,选项D正确.

2.2 试题拓展分析

试题的开放性很大,可设置的物理问题很多,比

如图像的呈现可以为速度 时间图像;结合某同学的

体重估算与电梯间的相互作用力的最大值与最小

值;还可考查学生能量的观念,如动能、重力势能的

知识点.

3 试题命制与教学启示

3.1 试题命制情境化

情境化试题综合基本的概念与规律、图像考查

要求为主导,呈现出兼具“基础性”“综合性”“应用

性”“创新性”的考查发展趋势,因此试题的设置要

以真实的情境为背景立意命制,抓住情境的主要因

素,科学建立模型,促使学生依据已有经验引发思

考、聚焦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是学生在不同的复杂场景中灵活迁移所学的知

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也是学生科学思维与能力

展现与提升的过程.这些较高创造性思维与能力

要求在学业等级性考试中已经体现了,并会不断

强化.这些思维与能力的培养只靠“刷题”是培养

不出来的,因此教学中一定要回归教育的本源,回

归物理学的本质[4].

3.2 课堂教学基于情境设置问题

新课程理念下课堂由以传授知识为单一目标,

转变为要关注学生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的

根本任务,所以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过程中重视

情境的创设.物理概念的建立和规律的探究形成结

论均需要创设情境.结合新课程标准,用好教材,结

合教材中问题栏目科学施教,科学设置围绕完成教

学目标,紧密结合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

生产生活、体育运动、自然环境保护等具体实例为背

景的问题,促进物理概念的建立、规律的形成,应用

概念、规律解决具体的实际情境问题,促进形成物理

学科素养.

3.3 复习课以解决情境问题为例展开教学

在复习课中要联系问题情境,进行习题教学,科

学高效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精心选择好、

用好高考试题,试题讲解过程中深挖试题的命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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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物理学科实践活动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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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2022版《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中,强调物理学科实践活动是落实物理课程育人要求的重要载体,

教师要重视发挥课程实践活动的综合育人功能.教师在新课标的研究学习中,以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著作《天工

开物》为研究资料,以北京大钟寺为学生实践活动载体,以项目式学习为学习方式,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了解

我国古代的技术应用案例,建构物理知识,体会我国古代科技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

豪感.

关键词:初中物理;实践活动;铸造技术;大钟寺

  2022年4月21日,教育部发布了新一版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新课标的研学成为初中物理学科教研

的当务之急.在物理学科新版课标教学建议中,提到

“了解中国古代的铸造技术,并尝试运用物态变化知

识进行解释”[1] 和“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古代青铜

器、铁器的制造技术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教

师结合要求,采用以《天工开物》为研究资料,以北

京大钟寺为实践载体,以项目学习为实施手段,满足

学生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来增强课程适宜性.
现就其做法阐述如下.

1 实践载体的选择

1.1 实践素材的选择

为什么选择钟作为代表器物进行研究? 首先是

钟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很高的象征性,其蕴含的价

值和意义较高,“故君视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而

乡饮酒礼,必用以和歌;梵宫仙殿,必用以明摄谒者

之诚,幽起鬼神之敬.”[2]由此看出大钟既是在古代

权力的象征,又是寺庙的必备制品,还是古人宴会、

祭祀的相关用品.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学生通过不同时期钟的研究有助

意,从必备知识、关键能力方面分析试题,结合学情

对高试题进行针对性地改编与创新设计,基于试题

相同的情境下,呈现出不同的设问方式及扩大知识

的考查面,通过一题多解、多题一解的变式训练培养

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的整合、迁移应用的综合能力等,

以此提升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规律理解和

掌握,助力学生物理学科素养的提升[5].
物理知识及方法的教学要基于真实的情境为引

领,紧贴课堂教学目标及学生已有的知识为铺垫,以

针对性地设置问题为驱动,开展科学的探究活动为

载体进行学习活动.让学生了解知识产生的过程及

背景,设置与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的问题并自主

地解决问题,理解了所学的知识内容及物理学科思

想方法,才能真正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

现知识向素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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