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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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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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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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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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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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改第24题为中等难度的电学试题(甲卷考查

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的运动,乙卷考查安培力的

计算),第25题为力学试题(甲卷考查斜面上的板块

模型,乙卷考查水平面上的板块模型).容易试题、高
难度试题减少,全卷逐步向中等难度靠拢.

2 突出考查主干 力电均衡

试题坚持考查主干知识的原则,如力和运动、功

和能、电场和磁场、电磁感应和电路始终是命题的重

点(表1).甲、乙卷分值比例完全一致,其中力学50分

(含实验题6分),约占45.5%;电磁学45分(含实验题

9分),约占40.9%;选考部分15分,约占13.6%(表

2).电学内容与力学内容的比例均衡,符合中学教学的

实际.但是,力学部分中必修1和必修2,以及电学部分

中选修3 1和选修3 2没有固定的比例.

表1 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科综合(甲卷、乙卷)物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表

题号 题型 分值/分 甲卷考查知识内容 乙卷考查知识内容

14 单选题 6 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的运动 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

15 单选题 6 楞次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静电场的性质

16 单选题 6 速度的合成 理想变压器

17 单选题 6 机车的启动与v t图线 动能定理

18 单选题 6 磁现象与物理学史 平抛运动

19 多选题 6 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 电磁感应现象与物理学史

20 多选题 6 牛顿定律的应用(连接体) 牛顿定律的应用(斜面问题)

21 多选题 6 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应用(连接体) 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

22 实验题 6 测量物块与斜面之间的动摩擦因数
力学探究实验(粗测玩具小车通过凹

形桥最低点时的速度)

23 实验题 9 半偏法测量电压表的内阻 改装和校准毫安表

24 计算题 12 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的运动 匀强磁场中的安培力

25 计算题 20 牛顿定律的应用(板块模型) 牛顿定律的应用(板块模型)

33(1) 填空题 5 扩散现象 晶体和非晶体

33(2) 计算题 10 气体实验定律 气体实验定律

34(1) 填空题 5 光的折射、全反射和用双缝干涉测光的波长 用双缝干涉测光的波长

34(2) 计算题 10 机械振动和机械波 机械振动和机械波

35(1) 填空题 5 波粒二象性 波粒二象性

35(2) 计算题 10 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表2 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科综合(甲卷、乙卷)物理试题必考、选考内容分值分布表

   项目

年份   

必考内容(力学) 必考内容(电学) 选考内容

必修1 必修2 力学部分 选修3 1 选修3 2 电学部分 选修3 3,选修3 4,选修3 5

分值/分 分值/分 分值/分 分值/分 分值/分 分值/分 分值/分

2015(甲卷) 32 18 50 39 6 45 15

2015(乙卷) 26 24 50 33 12 45 15

3 重视数学工具 考查能力

课程标准指出考生要“关注物理学与其他学科

之间的联系”、要了解“数学工具在物理学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考试大纲》中对考生学科能力的要求

有5条,其中第4条是“应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

力”,即要求考生能够根据具体问题列出物理量之间

的关系式,进行推导和求解,并根据计算结果得出物

理结论,能运用几何图形、函数图像进行表达、分析.
两套试卷中的试题大致可分为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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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几何图形承载.例如甲卷第16题(同步卫

星在两个轨道上速度的合成和分解),第24题(带电

粒子在匀强电场中的运动),第34(1)题(光在玻璃

砖中的传播)都需要借助图形来完成;乙卷第15题

需要学生结合题意画出匀强电场的等势面、电场线

分布情况,第18题要求考生发挥空间想象力,画出

乒乓球平抛的水平位移的取值范围解题.
(2)辅函数图线描述.例如甲卷第17题(汽车的

启动),乙卷第20题(物体在斜面上的运动)、乙卷第

25题(小物块在长木板上的运动)均以v t图线呈

现,甲卷第35(2)题将a和b两个滑块碰撞前后的运

动规律用x t图线反映,乙卷第34(2)题简谐横波

的波形曲线、第35(1)题的遏止电压Uc与入射光频

率ν的关系图像,都较好地查了考生提取信息、加工

信息,并利用相关信息进行分析推理的能力.另外,

甲卷的第25题、乙卷的第25题均可结合vt图线处

理,这使得考生对物理过程的分析更加清晰和直观.
(3)用数学运算求解.例如甲卷第22题用逐差

法计算物块的加速度,甲卷第25题、乙卷第25题结

合牛顿运动定律和运动学公式的计算,乙卷第23题

要两次根据欧姆定律联立方程求解,乙卷第35(2)

题以动量守恒、能量守恒为载体求解二元二次方程

等,对考生计算能力的要求都很高.
这类试题不仅考查了考生对物理过程的分析能

力,更主要的是考查了考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

问题的能力,这对中学物理教学中如何注重培养考

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有指导意义.

4 强调学以致用 联系实际

近年来,高考物理试题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

在反映科技进步,阐释实际生活,透视社会热点等方

面作了许多的尝试.试题通常以生产、生活实际和科

学前沿为背景命制,它要求考生先将实际问题转化

为理想化模型,再运用概念、规律分析求解.这类试

题主要考查考生的理解能力和分析综合能力,它可

以使考生充分体会物理知识的应用价值,鼓励考生

关注科学发展现状,关注物理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社

会热点,培养考生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对社会负责任

的态度,对中学物理教学有较好的导向作用.
例如:甲卷第16题同步卫星从转移轨道调整到

同步轨道,乙卷第21题嫦娥三号登月探测器均考查

科技热点;乙卷第18题乒乓球发射机与体育运动紧

密联系;甲卷第20题机车拉动列车厢,甲卷第25题

山体滑坡、泥石流问题与生产、生活相关.

5 传承回归经典 推陈出新

高考试题不回避中学物理的经典模型,命题者

或通过创设新的物理情境,或通过变换模型重新组

合,或设置较新颖的问题,经过精心加工和挖掘之

后,呈现的试题令考生赏心悦目,而解决问题的方

法、分析问题的思路仍与经典试题一致,最终完成对

考生思想方法、思维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和空间想象

能力、实验能力等多角度的考查.
例如乙卷第20题物体沿斜面加速运动,经典模

型是已知斜面的倾角、物块与斜面之间的动摩擦因

数,来研究物块的运动.而命题者却先给出物体运动

的vt图线,再让考生求解斜面的倾角、物块与斜面

之间的动摩擦因数.
甲卷第25题、乙卷第25题都是考生熟识的木

板 滑块模型,重在考查考生对牛顿运动定律和运动

学规律的掌握程度.其中乙卷第25题将板块放置在

水平面上,而且是以v t图线告诉考生小物块的运

动情况,让考生求接触面间的动摩擦因数,实际上考

查考生的逆向思维.甲卷第25题板块放置在斜面

上,赋以地质灾害 ——— 泥石流、山体滑坡背景,也让

考生眼前一亮.
乙卷第18题是考生熟悉的平抛运动规律,但是

命题者将乒乓球的落点由常见的一维情况,改为二

维情况讨论,让人拍案叫绝.
甲卷第17题机车的启动,没有考查常规的恒定

功率启动、恒定加速度启动模型,而是让机车在两种

不同的功率下运动.
甲卷第24题不是考查带电粒子垂直于场强方

向进入电场时的类平抛运动,而是截取了带电粒子

在匀强电场中运动轨迹的一部分,通过运动的合成

和分解求解答案,可谓独辟蹊径.
甲卷第19题、乙卷第14题设置两个磁感应强

度不同的匀强磁场,考查带电粒子匀速圆周运动的

规律,在常规中凸显新意.
乙卷第16题考查理想变压器的规律,一改传统

思路,在原线圈一端加电阻,要求考生能全面分析交

流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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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卷第14题带电粒子在电容器中的运动应是

改编自2012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科综合试卷的第

18题,甲卷第23题半偏法测量电压表的内阻实验也

是源自于2003年版全日制普通高中教材第二册(必
修加选修)学生实验八,乙卷第23题的双量程电流

表也是改编自人教版教材选修3 1的第二章第4节

的问题与练习第5题.
对考生而言,源于教学、源于教材、源于高考的

经典试题经过命题者的加工和再创造后,和平时的

训练题相近、相似,给考生一种亲切的感受,但是经

过命题者创造性地改编之后又考查的是考生易错、

易混的考点.高考试题回归经典,也正是引导物理教

学回归教育本质的一种体现,即要培养会思考、善分

析、能寻求问题本质的学生.

6 考查实验技能 渗透探究

《考试大纲》要求考生能独立完成实验,明确实

验目的,理解实验原理和方法,控制实验条件,会使

用仪器,会观察、分析实验现象,会记录、处理实验数

据,并得出结论,对结论进行分析和评价;能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能运用已学过的物

理理论、实验方法和实验仪器去处理问题.试卷中的

4道实验题均源于教材、高于教材,在教材内容的基

础上拓展延伸,这对高中物理教学,特别是实验教学

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一方面,试题注重对实验基本技

能的考查,例如甲卷第22题考查了考生利用打点计

时器打出的纸带研究物体运动的速度、加速度,乙卷

第22题考查考生托盘秤(刻度尺)的读数这一基本

技能.另一方面,试题尤其重视培养考生经历设计实

验方案、分析实验过程和得出实验结果等几个方面

的能力.例如甲卷第23题要求考生完成实验电路

图,写出实验步骤,甚至分析实验误差,乙卷第23题

还涉及到实验器材的选择乃至实验故障的判断.这
对考生的探究能力和运用已掌握的实验技能与方法

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体现了课程改革对考生

实验能力的考核要求.

7 贯彻课改理念 鼓励选择

新课程倡导高中物理教学应保证物理学相对完

整的结构,鼓励在中学开齐选考3个模块的课程.因
此,命题者尽量控制使选考3个模块的难度相当.选

考模块包括2道小题,有利于扩大考查知识点的覆

盖面.3个模块的第1小题仅做定性分析即可进行判

断,有利于考查考生的物理定性分析能力.第2小题

考查考生是否具有相应的物理定量计算能力.乙卷

选考部分的分值分布较2014年进行了微调,第1小

题由6分改为5分,第2小题由9分改为10分,与甲

卷一致.与往年不同的是,甲卷和乙卷选修3 4模块

一改传统的格局,第1小题由机械振动与机械波改

为光,并且乙卷考查实验“用双缝干涉测光的波长”,

甲卷的E选项设置也是“用双缝干涉测光的波长”;

第2小题由光改为机械振动与机械波.这也是继

2014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甲卷在选考题第35(1)考查

了物理学史,第35(2)考查了验证动量守恒定律实

验之后的又一命题动向.

8 考查物理学史 着力育人

联系物理学史实,尤其是物理学理论建立过程

中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考查考生对高中阶段学习

过程中所涉及的物理学史的掌握情况,引导考生养

成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的良好习惯.自2009年开始,

试卷总有一题考查物理学史或物理思想方法,有的

考查对物理学史的机械式记忆,有的重在对相关规

律的理解.甲卷第18题借用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的指南针,考查考生对磁场性质的理解,乙卷第19
题以阿拉果的圆盘实验考查考生对电磁感应现象的

掌握情况.这种命制试题的导向渗透了课程改革的

理念,告诉考生对物理知识不应该是机械的记忆,而
应该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来记忆,这才体现能力的提

升,才体现新课标三维目标的导向,才有助于中学物

理教学中的素质教育.
总之,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科综合(甲卷、

乙卷)物理试卷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传

承了近年全国高考命题的风格,并且在此基础上还

进行了大胆、有益的尝试与创新,既注重知识的考

查,又重视能力的培养,既达成了高考的选拨功能,

又引领了中学物理教学.

① 使用甲卷的省份有:宁夏、云南、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新疆、甘肃、贵州、广西、青海和西藏.

② 使用乙卷的省份有: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

北和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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