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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分析2015年新课标高考物理卷 Ⅱ 试题特点的基础上,介绍了本套试题带给一线物理教师的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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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2015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但留给我

们的深思一直没有结束.2015年新课标高考物理卷

Ⅱ 命题充分体现了新课改下的教学实际,紧扣物理

高考考试大纲、稳中求变、变中求新、新中求实、难度

适当、考点分布合理,做到了在全面考查物理学科基

础知识的同时,突出体现了对考生物理学科素养、基
本分析能力、实验能力和探究创新能力的考查,充分

发挥了高考试题的选拔功能.总体看来,2015年新

课标高考物理卷 Ⅱ 试题具有鲜明的特点,给我们今

后的教学许多启示.

1 大的结构基本稳定 但也会有小的变化

2013,2014两年新课标高考物理卷Ⅱ试题的选

择题前5道都是单选题,后3道是多选题,而2015年

变为了前4道为单选题,后4道为多选题,由于受前

两年高考试题及平时模拟试题的影响,相当一部分

学生在做选择题时形成了思维定势的习惯,在2015
年高考中较多的学生把18题误当作单选题做了,造
成了不必要的丢分;另外,有些物理基础较扎实的同

学由于在考试时没有仔细读前面作答选择题的要

求,学生浏览完4个选项后发现此题有两个正确选

项,这时不知咋办,造成了一定的心理紧张,甚至对

后面的答题造成了负面影响.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

为应在2016年的备考诊断考试中,在试题总的数量

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选择题的结构也要有意识的发

生变化,如在不同的诊断考试中单选题、多选题的个

数可以不一样,以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读题目的要

求,按题目的要求作答的习惯”和防止学生思维定

势现象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考生在高考考

试中不必要的心理恐慌.

2 力学知识考查的多 电学知识相对较少

分析2013,2014,2015年3年来新课标卷 Ⅱ 物

理试题,明显会发现力学知识所占的分值多、比重

大、且试题的难度也较大,电学知识所占的分值相对

较少、比重较轻、试题难度相对较小.如2015年试题

在对必修模块95分的考查中,力学知识占了50分,

纯电学知识仅占了21分,力电综合知识占了24分,

这反映出2015年新课标物理试卷明显偏重于力学

模块知识的考查.笔者认为,高考试题这样做的主要

原因是牛顿运动定律及其相关知识毕竟是经典力学

的基础.因此,在平时的高考备考复习中,作为一线

物理教师,应把较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力学模块的

复习之中,让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力学基础知

识,其实只要力学知识能“搭好台”,学生复习电学知

识时也会“唱好戏”.

3 考查的考点没有热冷之说

如2015年选择题第21题主要考查了牵连速度

问题,对于牵连速度问题,历年的竞赛试题中出现得

多、高考试题中几乎没有碰着过,尤其在近些年甘肃

省使用的高考物理试卷中一直未曾出现过,因而牵

连速度问题一直不是我省考生复习的重点知识,即
使有教师指导学生在高考备考中复习牵连速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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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而已,甚至也还有教师在

高考备考中不对牵连速度问题进行复习.因此在

2015年的高考中,许多学生读完第21题,根本没有

意识到这是一道考查牵连速度问题的题目,导致我

省的考生在作答此题时失分太严重;还比如2013年

第25题考查了水平面上的板块问题,按理说板块问

题3年中不会两次出现在第25题中来考查学生,可

是2015年又出现了;而平时教师们普遍认为很重要

的带电粒子的磁偏转问题,2013,2014年在计算题

中没有出现,2015年还是未在计算题中出现,只是

在选择题中考查了一道比较简单的题目.针对以上

情况,笔者认为一线教师应在高考物理备考复习中,

应突出物理知识的梳理,努力让学生能够构建完整

的知识结构体系,在物理知识点上不留任何死角、盲

区,即做到全面复习,切忌随便进行猜题、押题,更不

能给学生说“这一考点不考、那一考点不考”来误导

学生复习.当然,不留死角、盲点,即做到全面复习也

不是说备考复习时主次不分、没有轻重.

4 实验题注重综合素质的考查

实验题不但注重对学生物理知识和科学素养的

考查,还注重了对综合素质的考查.
例如抛开今年的电学实验“用半偏法测电压表

的内阻”考查的知识点不谈,就从此题的考查形式

上来讲,此题先是让考生设计、补充实验电路图,然

后让学生写出实验步骤,最后还要求学生写出实验

误差的原因.在以往的考试中,考查学生对实验步骤

掌握程度时,考题的形式多是填空题的形式或补充

关键实验步骤的形式,考查学生的实验误差分析能

力时,考题的形式多是要求学生写出正确的实验误

差结果,而今年此题没有给学生任何提示或引导语

句,就直接让考生写出全部的实验步骤,最后还要求

学生不但判断出实验误差的结果,而且还要求学生

写出实验误差的原因.
笔者认为今年的这种实验考查形式不光是对学

生物理知识和物理技能的考查,其实还在考查学生

的语言组织能力,加大了试题的难度,关于这一特点

也应引起我们一线教师的注意.因此,笔者认为在今

后的物理实验复习中,高三物理教师不但应注重学

生对物理实验原理的理解和科学素养的培养,还应

注重学生其他方面综合素质的提高,多向学生提出

为什么,多让学生回答为什么,以提高学生各方面的

能力.

5 注重各种能力的考查

在立足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不回避经典模型,更

注重对学生的各种能力的考查.高考对基本物理概

念和规律的考查,并不是单纯考查这些概念和规律

的本身,而是考查学生对这些概念和规律的理解程

度和利用相关概念规律分析、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
而作为高中物理中为数不多的经典模型最大优势就

在于能全面考查出学生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程

度和学生利用相关物理概念规律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因此,高考物理试题在立足基础知识的基础

上、不回避经典模型,而是利用经典模型考查学生的

各种能力.
如板块模型是力学中的经典模型,在2013年物

理卷 Ⅱ 第25题压轴题中考查了平面上的板块模

型,2015年物理卷 Ⅱ 第25题压轴题中又考查了斜

面上的板块模型.鉴于高考试题的这一特点,笔者认

为我们应在高三复习备考中,以经典的物理模型为

背景,立足于基础知识和基本规律的教学,而不是将

教学的兴奋点放到研究难题上,更不应在“求新”思

想下陷入偏题、怪题之中.

6 注重图像问题的考查和数学工具的使用

2015年高考物理试题的选择题第17题,考查了

v t图像,第22题考查了x t图像,其实第25题板

块模型问题学生若用速度图像处理也会显得较为简

单.选择题第16题则考查了速度的合成的同时还考

查了余弦定理.
总之,2015年高考物理卷Ⅱ试题注重经典和基

础与创新相结合,全面考查了学生的各种能力.面对

2016年高考复习,我们应善于把物理基础理论与日

常生活中的一些与物理有关的实际结合起来,要让

学生学会用物理基础理论解释身边常见的物理现

象,在坚持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全面提高高考所

要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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