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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几个中考试题的分析,说明有的试题设定的物理情境与客观事实或常理不符,我们称为物理试

题伪情境.本文强调物理试题表述的物理情境应生动、直观,有助于学生理解,更应该让题目表述的情境符合客观事

实,力求避免命制的物理试题出现伪情境.
关键词:伪情境  物理试题  中考

  物理情境是指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创设与物理

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含有相关物理知识和物理思想

方法的场景或气氛,以便于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激
发学生的思维动力,促进学生以经历者的角色进入

物理问题.在实际教学中,物理情境通常表现为学生

熟悉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情境、与物理规律相联

系的实验操作和自然现象情境、引起人们关注的社

会热点和科技前沿情境、引导人们价值取向的人文

情感情境等方面.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在编制中考物理试题

时,通常不再孤立地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简

单测试,而是通过设计实际问题情境,对学生的知识

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进行全面的

有效考核,尤其突出对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考核.科学地创设中考物理题的情境,对于推进

物理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方式

的转变,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但也有一些中考物理

试题创设的物理情境有刻意而为的倾向,甚至有的

物理情境与客观事实和常理不相符合,就是伪情境.
【例1】(2008年中考佛山卷第4题)晶晶的爸爸

从国外带回来一个电饭锅.电饭锅上标着“110V,

1000W”.则该电饭锅正常工作1min,消耗的电能是

A.6×104J     B.1.1×105J
C.6.6×106J D.545.4J
答案:A.
本题的纯物理过程是“一个标有110V,1000

W的电饭锅正常工作1min,要消耗多少电能”,的
确没有什么问题.但命题者制造了一个“爸爸从国外

带回来一个额定电压是110V的电饭锅”这样的情

境.笔者不禁要问:这么不辞辛苦地从国外带回来的

电饭锅在我国额定电压为220V的市电电路中是如

何“正常工作”的? 据了解,世界各国市电额定电压

和额定频率不尽相同[1],电器产品往往都需要市场

定向,根据销往国(或地区)的电器设备技术标准设

计和制造电器产品,如果一定要从国外带回电器产

品就一定要看清产品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插头形

式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是否能够在本国适用,不注意

这个问题往往就会闹晶晶爸爸同样的笑话.“2010
年中国小家电高峰论坛”上,中国家电协会发布的

调查数据显示,“十一五”时期,中国小家电在全球

出口市场保持60% 左右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最主要的小家电生产基地[2].这个从国外带回来的

电饭锅说不定还真的就是“MadeinChina”! 前段

时间有新闻报道,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的马桶盖实

际上就产自杭州[3].通常情况下,家用电饭锅的功率

为500~700W,这个1000W的电饭锅一般应该是

一个超大号的锅,很少会用于家庭中,命题者让晶晶

爸爸买回这样超大号的电饭锅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呢? 电饭锅煮熟米饭通常需要10~15min的时

间,题目设置的“电饭锅正常工作1min”又有什么

实际的意义呢?
该题的伪情境反映了命题者对一些基本常识的

缺乏,也反映了命题者编写试题情境的随意性和轻

率.笔者认为将本题的情境稍做修改才比较恰当:晶
晶的爸爸刚买回来一个电饭锅,晶晶看到电饭锅的

铭牌如图1所示.则该电饭锅正常工作10min,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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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能是

A.3.6×105J B.1.32×104J
C.9×103J D.6×103J

图1

【例2】(2006年中考黄冈卷第32题】在五一游

艺晚会上,陈思同学演示了如图2所示的实验,排在

一条线上的3个碗,中间碗内放一个乒乓球,当用小

管向球斜上方吹气时,乒乓球将

A.仍静止  B.运动到左碗   
C.运动到右碗   D.无法确定

答案:C.

图2

命制本题的目的是想考查学生对流体的压强和

流速关系的掌握情况,属于实验操作情境类型题.笔
者通过实验操作进行了实际验证,用的是3个中等

大小的碗,小管是喝奶茶时常用的吸管.在实验过程

中,不断调整吹气的方向和气流大小,但笔者的腮帮

子都吹酸了,实验都没有做成功:乒乓球既到不了左

碗也到不了右碗,有时候会在中间碗里没有规律地

晃动,有时候又纹丝不动.实际上,影响乒乓球的运

动有多个因素,管的粗细、气流的大小、气流方向、球
的重力、碗的高度等.既然实验很多次都不成功,那
就没有确定性,A,B,C都不能选,而选项D又不能

体现考点的实际意义.初中物理中的小实验教学,既
要有利于巩固知识,提高能力,还要易于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使学生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具备一定的

感性认识.关于小实验的试题,考查的内容可以是现

象、结果,也可以是现象的理论分析,但都必须具备

实验操作的可行性和真实性.因此,实验试题现象应

该有强有力的理论依据,结果应该具有确定的答案.
这道伪情境的中考试题虽然略显古老,但还在被大

量的教辅书籍和网络资源转载,影响依旧很大.
【例3】(2008年中考淮安第22题)普氏野马属

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我国动物保护组织成员曾发

现普氏野马饮水时在沙地上留下的一些足迹,深度

达1.2cm.通过实验测得要使该沙地达到相同的深

度(四蹄着地),压强为9×104Pa,并由此估算出,一
匹成年普氏野马的质量约为360kg.

(1)在沙地上实验时达到相同深度的目的是

;
(2)成 年 普 氏 野 马 对 水 平 地 面 的 压 力 约 为

N,它的一个蹄印的面积大约为 cm2.
(g取10N/kg)

答案:(1)测定在沙地达到相同深度时的压强,

从而由F=pS 公式得出压力F;(2)3600,100.
计算人或动物站立时、行走时对地的压强是初

中物理比较常见的习题,用以加强学生对压强概念

的理解,训练学生掌握压强大小的计算方法.
由命题者设定的本题标准答案可知:命题者认

为由于马是四蹄动物,因此马静止站立饮水时,受力

面积就是“一个蹄印面积”的4倍.但这个题目表述

的情境是个“伪情境”:虽然野马在饮水时的确是“四
蹄着地”,但留下的脚印一定是马两个蹄子着地时踩

下的.马不可能站在那里然后就凭空消失掉了,而要

通过迈步的方式离开留下脚印的地方,马在迈步的

时候就是两只蹄着地了,而脚印也一定是压强最大

时产生的痕迹,因此沙地上的脚印一定是野马两只

蹄子着地时踩下的.
【同类题】如图3所示,在海滩作案现场发现了

罪犯清晰的双脚站立的脚印,公安人员立即浇铸了

一只脚模(用熔化的石蜡倒入后凝固而成),经测量,

蜡脚模的平均厚度为3cm,质量为675g,又经测

试,达到脚印同样深度的压强为1.5×104Pa(已知

ρ蜡 =0.9×103kg/m3,g=10N/kg)[4],求:
(1)这只脚模的体积是多少,每个脚印的面积

是多少;
(2)罪犯重为多少.

图3

答案:(1)脚模的体积

V=m蜡

ρ蜡
= 0.675kg
0.9×103kg/m3=7.5×10-4m3

脚模底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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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能力并重 传承和创新同行
———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科综合(甲卷、乙卷)物理试题评析

伏森泉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30)

(收稿日期:2015 06 11)

摘 要: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科综合(甲卷、乙卷)物理试卷结构符合考试说明要求,考查内容均在规定知

识范围内,坚持以能力测试为主导,注重考查基础,突出主干,重视学科内知识的综合.全卷难度适当,有利于高校选

拔人才,有利于中学物理新课程改革的推进.
关键词:2015年高考  全国新课标理科综合  物理试题  评析

  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2015年高考全国新

课标理科综合(甲卷①、乙卷②)物理试题依据《考试

大纲》及《考试说明》命题,以基础知识为依托,以能

力测试为主导,全面考查了考生的各项科学素养,试
题呈现稳中有变、变中出新的特点,反映了新课程所

倡导的基础性、选择性和时代性等特征,体现了有利

于高校选拔人才,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和开展

课程改革,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等高考命题的

原则.
细细品味这两套试题,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 全卷难度适中 以生为本

为体现新课程旨在提高全体高中学生科学素养

的理念,2015年物理试题的难度与2014年大致相

当,且逐步趋于稳定.选择题注重对概念、规律的考

查,难度和计算量都不大,例如甲卷中仅第16题(卫
星由转移轨道进入同步轨道)、20题(机车拉动车厢

加速运动)、21题(连接体问题)需要简单计算,乙卷

中仅第16题(理想变压器)、17题(质点在圆轨道上

的运动)、18题(乒乓球发射机)、21题(嫦娥三号登

月探测器登月)需要简单计算;实验题素材多数源

于教材,高于教材,例如甲卷的第22题测量物块与

斜面之间的动摩擦因数,第23题半偏法测量电压表

的内阻以及乙卷的第23题改装和校准毫安表,都可

以在教材中找到相应的实验课题;计算题打破传统

的 第24题考查力学知识、第25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题考查电学内容的

S=V
h =7.5×10-4m3

0.03m =2.5×10-2m2

(2)罪犯站立时与地的接触面积

S′=2S=2×2.5×10-2m2=5×10-2m2

罪犯对地面的压力

F=pS′=1.5×104Pa×5×10-2m2=750N
罪犯体重

G=F=750N
同样的道理,题目强调“双脚站立的脚印”也是

一个“伪情境”.人是无法在沙地上留下“双脚站立的

脚印”的,如果公安人员真的像命题者设定的“伪情

境”进行侦探,要么无法破案,要么造成冤假错案,

带来的影响就不仅仅是解错一道题目这么简单了.
物理试题表述的物理情境既要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理解题目,更应该让题目表述的情境符合一般事

实,避免命制的物理试题出现伪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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