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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理念的不断更新,我们始终

对更贴合实际情况,更加优质的中学教育进行孜孜

探求.而对于北京的中学教育而言,2016年新的北

京中考改革方案正式出炉,改革方向坚持以学生为

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尊重学生的兴趣多元化,为

学生提供多种选择,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

之相呼应,全国高中教改也蓄势待发,亟待破壳,其

精神内涵学科的“核心素养”早已蜚声中国教育学

界.作为国内中学教育的巅峰之作 ——— 高考,势必

要在试题命制过程中贯彻教育改革理念.因此从本

次高考北京卷理综物理试题中便可窥得一二.

1 试卷整体情况分析

纵观2016年高考北京卷理综物理试题,其考查

知识点如表1所示.
表1 试卷考查知识点分析

题号 内容 考点 分值/分

13 近代物理 波尔原子模型、能级结构 6

14 光学 光的电磁波本质 6

15 力学 机械振动 6

16 电磁学 电磁感应、楞次定律 6

17 电磁学 地球磁场 6

18 力学 万有引力定律、匀速圆周运动 6

19 电磁学 实验:测量电源电动势和内阻 6

20 热学 分子动理论 6

21(1)实验:电磁学
实验图像:电阻R 随电流I 的
变化图像

4

21(2) 实验:力学 实验:验证机械能守恒 14

22 电磁学
带电粒子在磁场电场中的运
动

16

23 电磁学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偏转、电
势定义

18

24
力学

近代物理
动量、量子光学 20

  可以看到,此次试题知识点涵盖较为全面,力

学、电磁学、热学、光学、近代物理五大板块均有涉

及,而且分值比例主次分明,其具体分析如图1所

示.

图1 知识板块占分比例图

由图1可以看到,力学与电磁学依旧占据全卷

80% 以上的分值,这与中学物理的知识框架以及力

学和电磁学在基础物理中的地位密不可分.力学的

发展可以说是人类认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的缩影,

其蕴含的物理思想和物理方法含金量极高;而近现

代发展起来的电磁学,是我们当今社会发展不可或

缺的基础理论,对未来更高层次物理学科的学习影

响深远.对这部分知识的重点考查也体现了教育部、

北京市关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要求,突出物理学

科核心素养的考查.

2 试题特点

2.1 重视基础知识考查

【例1】(2016年高考北京卷第14题)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

A.电磁波在真空中以光速c传播    

B.在空气中传播的声波是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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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声波只能在空气中传播       

D.光需要介质才能传播

答案:A.

在这道题当中,考查了声音、电磁波(光)的传

播情况.由于光的本质为电磁波,因此我们可以用电

磁波的一些性质来解释光的一些传播特点.而声音

的传播在初中就已经有所涉及,在高中进行进一步

深化,初步探讨了波传播的特点和性质.因此本题侧

重考查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2.2 重视横向基础物理模型考查 体现纵向学科综

合能力

此次命题中出现的物理情境模型多数为学生所

熟知,如第15题的简谐振动模型、第22题匀强电磁

场中的带电粒子运动模型等等.
【例2】(2016年高考北京卷第15题)如图2所

示,弹簧振子在M 和N 之间做简谐运动.以平衡位

置O 为原点,建立Ox 轴,向右为x 轴正方向.若振

子位于N 点时开始计时,则其振动图像为(  )

图2 弹簧振子在 M 和N 间做简谐运动

答案:A.

如例2所示,题目构建的是简谐振动单弹簧的

滑块模型,属于学生熟知的物理模型,切入解题较

易.但需要注意的是振子初位置与题干规定的正方

向,进而由简谐振动的规律出发,按时间轴推演出其

振动图像.题虽不难,但却考出了简谐振动规律的本

质,体现了物理量函数图像在理解物理规律中的重

要作用.

这样的试题要求考生站在学科的高度去理解物

理规律,要对某一物理规律形成立体化的整体认知.

3 弘扬中国传统科学文化 跟随现代科技的步伐

【例3】(2016年高考北京卷第17题)中国宋代

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最早记载了地磁偏角:

“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

进一步研究表明,地球周围地磁场的磁感线分布示

意如图3所示.结合上述材料,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

A.地理南、北极与地磁场的南、北极不重合

B.地球内部也存在磁场,地磁南极在地理北极

附近

C.地球表面任意位置的地磁场方向都与地面

平行

D.地磁场对射向地球赤道的带电宇宙射线粒

子有力的作用

图3 地磁场的磁感线分布示意图

试卷第17题是以中国传统科学著作《梦溪笔

谈》为引,传扬了宋代科学家沈括对地磁偏角的论

述,并配合地磁场示意图全面考查了考生对地磁场

的空间分布、地磁偏角、地磁场对带电粒子的作用等

层面的理解.可以说这是一道具有“中华烙印”的科

学性题目.

在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北京卷试题

向来不乏科技前沿内容的渗透,如第24题以光镊效

应为命题背景,从侧面考查学生对光的粒子性的理

解.不过剥去光子身份的特殊性,我们依旧可以把它

当成一道动量定理的综合应用型题目,这样学生就

可以通过已有的知识体系去理解物理在科学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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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上的新发展,从学生科学探究的能力发展

角度是有指导性价值的.

4 关注社会民生 贴近中学教学

中学物理教学讲究“源于自然,服务生活”,如第

20题就是以近年备受关注的雾霾问题和空气污染

为背景素材,试题如下.
【例4】(2016年高考北京卷第20题)雾霾天气

是对大气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含量超标的笼统表述,

是特定气候条件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雾霾

中,各种悬浮颗粒物形状不规则,但可视为密度相

同、直径不同的球体,并用PM10,PM2.5分别表示

球体直径小于或等于10μm,2.5μm的颗粒物(PM
是颗粒物的英文缩写).

某科研机构对北京地区的检测结果表明,在静

稳的雾霾天气中,近地面高度百米的范围内,PM10
的浓度随高度的增加略有减小,大于PM10的大悬

浮颗粒物的浓度随高度的增加明显减小,且两种浓

度分布基本不随时间变化.
据此材料,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

A.PM10表示直径小于或等于1.0×10-6m的

悬浮颗粒物

B.PM10受到的空气分子作用力的合力始终大

于其所受到的重力

C.PM10和大悬浮颗粒物都在做布朗运动

D.PM2.5的浓度随高度的增加逐渐增大

答案:C.
作为选择题的最后一道题目,2015年考查的是

IC卡的应用,而2016年考查的是对PM2.5的理解.
该题不仅考查了考生阅读素材获取信息的能力,考

查了加工素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同时通

过文字材料的叙述让学生用科学的态度理性地分析

困扰首都人民多年的环境问题,并尝试给出一个合

理的物理推论,这对学生科学思维、科学态度与责任

两个层面核心素养培养是很有帮助的.

5 教学与复习建议

从全篇试卷的命题思路来看,北京卷继承了自

主命题以来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优秀案例,延续近年

来形成的高考北京卷物理试题命题的基本思路,命

制试题稳定而高质.作为一门研究自然规律的学科,

北京物理命题始终强调回归物理本质,重视考查考

生对学科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物理思想及研究

方法的考查;重视考查考生对简单熟悉的物理情境

的深入理解;重视考查考生的实验能力,尤其是实验

操作技能以及对实验分析和深入思考的能力,而这

些正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精神所在.为此一线的

物理教学势必要紧随高考的指挥棒,在变幻的试题

中抓住物理的精髓.
(1)物理教学内容要从知识型讲授转到方法型

传授.北京高考物理试题的创新度逐年加大,而其对

物理基本规律的考查却越发重要,正确的理解并建

立物理模型成为解题的关键.这些能力不是大量做

题就可以提升,而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多问几句

“怎样做? 为什么? ”

(2)实验教学的重要性不必多说,它直接体现

了学生综合运用物理知识的能力水平.实验题目配

合开放性的设问,要求实验教学要尊重学生原始的

探究行为,在真实的问题场景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提升思维能力、增强实践能力.
(3)要重视经典物理概念教学.近年的压轴型

题目总会考查学生对某一物理概念的理解程度:

2013年考查的是洛伦兹力与安培力的关系;2014年

考了气体分子热运动与气体压强的关系;2015年是

导体电阻的微观模型和光电池电源内阻的问题;

2016考查了重力势、电势的理解,以及光子动量特

性的理解.可见,命题者已经意识到扎实、科学的物

理概念的建立对物理学习的重要性.

高考从来不是命题人、考生、教师三家的博弈游

戏,高考的目的在于优秀人才的选拔,更在于对优秀

人才的培养.试题分析,正是为了将国家、社会对人

才的需求如实、正确地传达给教师和考生,发挥高考

应有的作用.

—601—

2016年第10期               物理通报              考试与评价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