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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自主命题以来的北京理综物理试题,全卷

没有偏题、怪题,总体较为平和却并不缺乏新意,重
点考查了物理学科的主干知识、重要的物理模型和

基本能力与方法,加大了对科学方法和探究能力考

查的力度.高考试题年年有变,但考查考生“运用学

过的知识灵活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一直没

有变,只是对知识的应用要求更高,充分体现了“重
能力、重过程、重方法”的理念和要求.

1 北京高考理综物理试卷的特点

自2004年北京市自主命题以来,北京高考理综

物理试卷始终以考查能力为核心,通过知识的运用

达到考查能力的目标.此外,还有如下特点.
(1)全面测评,全员区分.
纵观历年试题,对考试说明中的 Ⅰ 类知识点各

年轮流考查,2~3年时间基本全面覆盖.Ⅱ 类知识

点是物理教学中的骨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试题力争

做到每年基本全面覆盖.
尽管高考是选拔性考试,但北京市物理高考并

不只针对少数优秀学生命题,而是使全体考生的实

际水平通过考试都能够得到客观反映,即做到全员

区分.
(2)试题始终重视对物理核心内容(核心素养)

的考查,重视引导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典型

物理模型的理解落实,注意对学科思想感悟和科学

方法应用的考查.
例如,2004年第21题是以静电透镜为背景设计

的全新的物理问题,不仅要求学生对基本概念深入

理解,还要具有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005年第19题,通过常见的打雷打闪问题,力图改

变学生学习中重书本知识、轻联系实际,重解题能

力、轻思维方法培养的认识偏差.2009年第20题,要
求考生通过分析量纲、通过对题目提供结论的合理

性进行判断,着重考查考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分析综

合能力、探究能力和应用所学知识通过必要的数学

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2010年第24题,要求考生能

够理解多个重复的物理过程之间的联系,找出规律,

并且能够运用数学解决物理问题.2013年第20题通

过多光子光电效应,要求考生对新知识进行学习和

理解,并能够以此为基础对生疏的新问题进行分析

解答,即考查了学生的学习习惯和科学素养.2013
年第24题内容源自教材,考查了电流的定义、导体

中电流的微观机制、安培力和洛伦兹力的有关知识

及其联系.不仅要求考生对粒子的运动、运动中的碰

撞等力学知识理解较深,还要求考生能够清晰地建

立物理模型,正确分析粒子碰撞与器壁所受压力的

关系等.从能力角度看,本题不仅考查了学生的理解

能力、推理能力,还着重考查了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探

究能力.
(3)试题始终重视对物理核心内容(包括现代

物理的物质观、运动观、能量观、相互作用观等)的

考查,注重对学生构建理想模型的意识和能力的考

查;能正确使用物理思维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

面进行科学推理、找出规律、形成结论,并能解释自

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使用科学证据的意识

和评估科学证据的能力等方面的考查,同时又十分

注意北京市高中物理教与学的实际情况,注意循序

渐进.认真仔细阅读自2004年到2015年的物理试

题,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物理试卷对考生能力、物理

核心内容考核发展的过程.这也值得我们注意.

2 北京市物理高考试题始终是发展和变化的

稳定是相对的,北京市物理高考试题始终是发

展和变化的.2016年北京市物理高考说明样题中增

加了2015年第19,20和21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试题发展变化的一贯特色,也体现了北京物理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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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生能力、物理核心内容考核循序渐进发展的特

点.
北京高考物理试题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1)突出物理思维的考查.北京高考物理试题

始终突出对物理思维的考查,但是表现形式和考查

深度在变化和发展.
前面所举的题目,2004年第21题、2005年第19

题、2009年第20题、2010年第24题、2013年第20题

和第24题,以及许多没有列举的试题,都包含有对

物理思维的考查.但考查的角度和深度在变化和发

展.在2011年之前,北京理综物理最后一道计算题

所给情境相对模型化,所涉及的考查内容与平时练

习的题目相对接近,所以学生对这种习惯的物理思

维考查相对熟悉.从某种角度来讲,更多考查的是对

物理模型的熟悉程度与迁移能力,学生感觉比较简

单.尽管2009年、2010年的最后一道计算题在数学

能力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也并不生疏.可以说

2011年物理的最后一题,是一次“华丽的转身”,将
考查的重点放到了物理思维的本身,是命题者对物

理能力和物理思维深入考查的一次大胆尝试,同时

也是物理探究思想 ———“由形象到抽象,由复杂到

简单,再由理想回归实际”的一种很好的体现.自

2011年以来,连续5年最后一道计算题一直延续着

这种特点,从物理教学来讲,也启发我们作为物理教

师必须更多地关注学生对于物理知识的理解,进一

步加强探究物理问题思维的训练与培养.正是物理

试卷对能力和物理思维考查的循序渐进,使得教师

和学生能够适应北京市物理高考的要求.
(2)注重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自2004年北京

开始物理高考自主命题,试题一直重视对实验的考

查,包括学生实验、教师演示实验和学生的探究实验

等.也许是考虑到在实验教学方面学校以及学生存

在较大差异,物理试题在实验考查方面一直坚持以

考查实验最基础的内容为主,包括读数、器材选用、

步骤和方法等.通常仅仅在实验题(非选择题)的最

后用很少的分数对需要深入思考分析的问题进行考

核,体现对实验探究能力考查的导向作用.
例如2005年第21题的“静电感应实验”考查学

生是否真的理解静电感应现象,同时引导教师和学

生重视演示实验;2010年第19题的“自感实验”、

2012年第19题的“跳环实验”,也同样有这样的功能

和导向.2015年第21题,创设了学生在家测重力加

速度的实验情境,可能在引导教学和高考复习向设

计实验方案和培养获取数据的能力,使用各种方法

和手段分析处理信息、数据和得出实验结果的方向

发展.
(3)重视考生对理想模型的理解及认识和建立

理想模型的能力;重视考查考生是否能够正确使用

物理思维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科学推

理、找出规律、形成结论,并能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

实际问题,即重视对考生探究能力的考查.
例如2006年第24题,通过磁流体推进器驱动

船前进这样联系实际的题目,要求考生先将实际问

题转化为理想化的物理模型和物理过程,要求考生

具有较强的获取处理信息的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建
立物理模型的能力.2011年第18题“蹦极”尽管是

选择题,但运用图像的方式呈现解题信息,同样要求

考生具有较强的获取处理信息的能力,将抽象的图

像信息与具体的物理运动过程联系在一起,考查的

不仅是力学中的重点知识,更重要的是考生的物理

素养.2015年第23题探究弹力与弹簧伸长量变化的

关系,借助F x 图像确定弹力做功的规律,并由此

与摩擦力做功进行比较,说明不存在摩擦力势能的

原因,体现了“从新颖的物理情境中发现物理问题,

提出研究思路或解决方法,构建适当的简化模型,并
应用恰当的研究方法得出结论”的探究要求.2015
年第24题“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做匀减速运动”,

题目所涉及的知识包括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

电源的电动势与内电阻、电流的概念、电功率等,这
些都是学生熟悉的也是物理学中的重要内容,但是

本题的重点在于利用相关知识,将学习这些知识时

所涉及的方法能灵活应用到新的问题情境之中,从
而有效地考查学生科学探究的能力,对不同能力层

次的学生进行区分.
(4)注重联系实际和学科前沿.自2004年北京

开始物理高考自主命题,试题一直重视联系实际,同
时关注物理学科发展和前沿知识.

例如2004年第21题静电透镜、2005年第25题

航天飞缆问题、2007年第23题太阳能汽车、2008年

第23题风力发电、2009年第23题液体流量计、2010
(下转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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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 (2)

      m=Vρ=0.7kg (3)

Q=c水 mΔt
已知水的比热容c=4186J/(kg·℃),将式(2)、(3)

代入上式得

     Q=252583J (4)

   P=Q
t =25258338×60

W=110W (5)

最后得到的功率是110W.而蒸馏水平均一个

小时内有200mL的出水量.如果算一天内有8个小

时的日照时间,就有1600mL的淡水,基本满足一

个人一天的基本求生的水需求,同时在保温箱中的

热水,也有60℃ 的温度完全可以保证单人的保暖需

求,此外,还有电力资源可以使用.

3 结论

这是一种新型的海上救援船的救援与维持系

统,它解决了很多海上求生的难题,虽然有很多问题

有待继续研究,但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来维持

海上的基本生存需求,并且它的温差发电功能可以

比较高效地利用太阳能,为求生带来希望.21世纪

是能源的世纪,聚光太阳能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而光热与光电的互补混合系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技

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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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23题霍尔元件及应用、2013年第20题多光子

光电效应、2015年第18题蹦极运动、2015年第20题

公交一卡通(公交卡)等等,不是从实际问题中理想

化得到的问题,就是从物理学发展或前沿中抽取学

生能够理解掌握的问题.这些试题帮助学生从物理

学视角认识自然,理解自然,引导学生建构物理图

景,使他们逐步经历科学探究过程,学会使用科学研

究方法,养成科学思维习惯,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2015年第20题,给出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实际情

境 ———IC卡的刷卡过程,该题不仅要求考生具备必

要的物理知识,还要结合生活经验,有效地考查了学

生的应用能力与探究能力.

3 北京高考理综物理试卷对物理教学的引导

(1)回归教材,重视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

方法的认识、理解和落实,注重课本知识的理解与消

化.北京市物理试题,不仅选择题中大量基础题目来

源于教材,就是像2014年第24题电磁感应,2015年

第23题探究弹力与弹簧伸长量变化的关系等难度

较大,要求较高的试题,基本内容也都来源于教材.

因此在复习时首先要重视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

本方法,要打好基础.
(2)注重物理思维的培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思维其实就是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对物理状

态、过程进行分析时,首先要将抽象的文字、图像形

象化、具体化,即将题目所给的抽象的图像和文字信

息,转换为实际的物理情境,然后结合研究对象运动

的特点找寻相应的物理规律解答.不能将目光盯在

所谓的难题、新题上,而是要重视基本知识、基本方

法、基本模型的理解与落实,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

能力与探究能力.
(3)提高灵活运用知识解决新情境问题的能

力.在平时学习过程中,要养成自觉找寻不同单元、

章节中知识与方法的联系的习惯,注意从多个角度认

识物理过程.注意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引导学生对学科思想及方法的领悟,提高学生的

科学态度与责任,使中学物理教学改革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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