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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方向的探讨,并结合2015年全国高考物理试题进行分析和解读,展望今

后全国高考物理命题明显加重的考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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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在《中国高等

教育杂志》上刊登了名为“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核心

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文章,文中透露了今后

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的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依法治国理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能力等

4方面有望成为高考重点考查的内容,而后两个方

面也为今后的高考物理命题、学生的备考提供了新

的思考.笔者对涉及到后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探

究,并结合2015年全国高考物理试题进行分析和解

读,以期对师生有所帮助.
【例1】(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 Ⅱ 卷第18题)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关于指南针,下列

说明正确的是

A.指南针可以仅具有一个磁极

B.指南针能够指向南北,说明地球具有磁场

C.指南针的指向会受到附近铁块的干扰

D.在指南针正上方附近沿指针方向放置一直

导线,导线通电时指南针不偏转

分析:指南针有两个磁极,地磁场对放入的磁极

有力的作用,指南针对放到其附近的铁块有力的作

用,通电导线会产生磁场,使指南针发生偏转,所以

选项B,C正确.
展望:该题用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为切

入点,考查磁场的基本性质、电流的磁效应.今后的

高考物理试卷中将适当增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考

查的内容,如将四大发明、勾股定理等所代表的中国

古代科技文明作为试题背景材料,体现中国传统科

技文化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或将继续以

选择题的形式出现.
【例2】(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天津卷第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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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本题目考查的实为“速度的合成与分解”

相关知识,与万有引力的基本规律无太直接的关联.
这也正是此高考题的新意所在,考查学生分析问题

处理问题的能力.
如图7,根据余弦定理

Δv= v22+v21-2v1v2cos30°=1.9×103m/s
东偏南方向.

图7

点评:对考生而言,本题的难度可能更多在于对

插图的理解.插图上两个方向,应理解为转移轨道与

同步轨道交点处卫星的线速度方向.作为高考题插

图,不能直观地反映题目想表达的意思,无谓的增加

考生思维负担,值得反思.
总结:高考题的创新是建立在课程标准及考纲

标准之上的,所以在高三复习的早些时候,依然要重

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到复习的后期,可适当地

补充习题,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对教师而言,要及时

分析高考新题,做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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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星际航行中,宇航员长期处于零重力状态,为
缓解这种状态带来的不适,有人设想在未来的航天

器上加装一段圆柱形“旋转舱”,如图1所示,当旋转

舱绕其轴线匀速旋转时,宇航员站在旋转舱内圆柱

形侧壁上,可以受到与他站在地球表面时相同大小

的支持力,为达到目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旋转舱的半径越大,转动的角速度就应越大

B.旋转舱的半径越大,转动的角速度就应越小

C.宇航员质量越大,旋转舱的角速度就应越大

D.宇航员质量越大,旋转舱的角速度就应越小

图1

分析:圆柱形侧壁对宇航员的支持力等于他站

在地球表面时相同大小的支持力,即mg=mω2r,得

ω= g
r
,所以选项B正确.

展望:该题通过考查创新能力,引导考生思考科

学进步如何造福人类.今后高考物理试卷中将适当

增加对创新能力考查的内容,或将继续以选择题,甚
至计算题的形式出现,考查可涉及嫦娥奔月、北斗导

航、火星登陆、蛟龙潜海等方面的内容.
【例3】(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上海卷第5题)

铀核可以发生衰变和裂变,铀核的

A.衰变和裂变都能自发发生

B.衰变和裂变都不能自发发生

C.衰变能自发发生而裂变不能自发发生

D.衰变不能自发发生而裂变能自发发生

分析:衰变能自发发生而裂变不能自发发生,所
以选项C正确.

展望:该题以社会关注的铀核为切入点,考查衰

变和裂变的相关知识.今后的高考物理试卷中将适

当增加对核能的考查内容,或将继续以选择题的形

式出现,考查可涉及核能的利用及存在的风险等方

面的内容.
【例4】(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浙江卷第18

题)我国科学家正在研制航母舰载机使用的电磁弹

射器.舰载机总质量为3×104kg,设起飞过程中发

动机的推力恒为1.0×105N;弹射器有效作用长度

为100m,推力恒定.要求舰载机在水平弹射结束时

速度大小达到80m/s.弹射过程中舰载机所受总推

力为弹射器和发动机推力之和,假设所受阻力为总

推力的20%,则

A.弹射器的推力大小为1.1×106N
B.弹射器对舰载机所做的功为1.1×108J
C.弹射器对舰载机做功的平均功率为8.8×

107 W
D.舰载机在弹射过程中的加速度大小为32

m/s2

分析:由动能定理得

F发 +F( )弹 -0.2× F发 +F( )[ ]弹 s=12mv2

可得 F弹 =1.1×106N
弹射器对舰载机所做的功为

W =F弹s=1.1×108J
舰载机在弹射过程中的加速度大小为

a= F发 +F( )弹 -0.2× F发 +F( )弹

m =32m/s2

根据公式

s=12at
2

做功所用时间

t=2.5s
弹射器对舰载机做功的平均功率为

P=W
t =4.4×107 W

所以选项A,B,D正确.
展望:本题以社会关注学科前沿 ———“电磁弹

射”为切入点,涉及到动能定理、功、功率、牛顿第二

定律等知识点的综合应用.今后的高考物理试卷中

将适当增加以社会关注的学科前沿为背景,引导考

生热爱科学、勇于探究、追求真理、积极实践,关注科

学与社会的关系,考查可涉及电磁弹射(炮)、激光、

超导等内容,特别是以电磁弹射(炮)为切入点,涉
及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或将以计算题的形式出现.

总之,今后的全国高考物理试卷会在2015年试

卷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能

力的考查,只要师生适当关注高考新动态,对相关考

查内容了然于胸,且拥有扎实的学科知识并能灵活

运用,在今后的高考中一定能胜券在握,成竹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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