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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8年高考理综物理试题依然拥有十分显著的命题特征:严格按照《高考大纲》指导思想命制试题,以

立德树人为核心立场,以人才选拔分层为功能诉求,力求考出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和5种学科能力.本文以2018

年度全国各个地区的高考理综物理试题为切入点,尝试对其命题思路和特征进行评析,并对一线物理教师教学提

供一些可参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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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高考顺利结束,整体上来说各区域物

理学科高考命题严格遵循《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大纲》要求,聚焦教材主干知识内容,注重对基

本物理概念、基本物理规律、基本实验技能的考查,

引导考生关注日常教材和基础知识的学习.从物理

学科能力角度试卷突出考查了理解能力、推理能力、

分析综合能力、实验能力和应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

的能力.另外在命题设置的物理情境中,加入了相当

数量的真实物理事件,大到国家级的科研重器小到

生产生活实际都有涉及,并在其后问题设计的时候

适当加入了开放式和探究式提问,一定程度上考查

了考生的创新意识.
以下将依托全国各地区高考真题,对本次高考

物理命题进行特征分析.

1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

1.1 高考评价体系 其核心立场在于“立德树人

服务选拔 导向教学”

高考作为大规模的全国性考试,其目的性非常

明确 ——— 立德树人,这也是高中教育的核心目

标[1,2].同样是“立德树人”,“高中教育”与“高考”又

有着功能的不同:高中教育是育人成才的过程,我们

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而高考则是通过考核的形式完成对已有人才进行分

层或者说是能力甄别.对于一届全国考生来说,由于

人数已经达到了一定级别,在时间和空间相对稳定

的前提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比例分布相对

稳定,高考的作用就是要把他们尽量准确地区分出

来.
具体到物理学科,要让其层次区分功能达到较

好水平,就要求试题严格遵循考纲对学科知识和能

力的要求,聚焦主干核心内容和核心能力.纵观本年

度全国各区域物理试题,均以经典力学和电磁学等

学生终身发展和继续学习必须掌握的知识为主干,

配合典型物理模型、真实的实验情景和物理科技前

沿背景设计排布.试题涵盖的知识模块十分全面,以

主干知识为重点,以重点知识出难点,最大程度上避

免了超纲、过难过繁的内容出现.以全国 Ⅰ 卷第24
和25题为例,第24题中考查了匀变速直线运动中

的竖直上抛模型和动量守恒定律的经典应用“爆炸”

情景;第25题考查带电粒子在复合场中的运动,涉

及两种曲线运动的拼接和功能关系等物理规律的综

合应用.两道题目难度阶梯明显,后者还设计了进阶

式的3个小问题,进一步细化考生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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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考命题体现物理核心素养水平考查

在新颁布的2017版《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

“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没有变化,其中正式提出了

物理核心素养概念,还专门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方

便教师对学生进行能力评估.本年度物理学科高考

试题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新课标物理核心素养的

水平考查.

图1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关系图

新课标中对物理核心素养的水平划分做了详细

论述,并且将每一项素养水平划分为5个等级,下文

以“物理观念”为例分析其在本次高考中的考查形

式.表1展示了新课标中“物理观念”的划分层级.
表1 核心素养中“物理观念”的水平划分

物理观念

水平1
 能从物理学的视角解释一些简单的自然现
象,具有将物理学与实际相联系的意识

水平2
 形成初步的物理观念,能从物理学的视角解
释一些自然现象,能应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决
简单的实际问题

水平3
 具有物理观念,能从物理学的视角描述和解
释自然现象,能应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

水平4
 具有清晰的物理观念,能从物理学的视角正
确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能综合应用所学的物
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指导工作和生活实践

水平5

 具有清晰、系统的物理观念,能从物理学的
视角正确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能灵活应用所
学的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有效指导工作
和生活实践

  【例1】(2018年高考天津卷第7题)明朝谢肇淛

《五杂组》中记载:“明姑苏虎丘寺庙倾侧,议欲正

之,非万缗不可.一游僧见之,曰:无烦也,我能正

之.”游僧每天将木楔从塔身倾斜一侧的砖缝间敲

进去,经月余扶正了塔身.假设所用的木楔为等腰三

角形,木楔的顶角为θ,现在木楔背上加一力F,方向

如图2所示,木楔两侧产生推力FN,则

A.若F 一定,θ大时FN 大

B.若F 一定,θ小时FN 大

C.若θ一定,F 大时FN 大

D.若θ一定,F 小时FN 大

图2 例1题图

本题中,从一则古文记事引申出力的合成与分

解规律,不仅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对考生相互

作用物理观念的考查和教育.初中时,对于这种木楔

结构,因为p=F
S
,我们更关注其尖端对压强的增大

效果;到高中学习了平行四边形法则后,我们可以根

据木楔结构的几何关系判断出F向两侧外推的作用

效果更强,即FN 远大于推力F.木楔的这种相互作

用特征可以推而广之到菜刀、斧子等等日常工具,如
果考生有心,可以将这一现象再提升一个高度:生活

中物体与物体的相互作用过程并不一定是单一形式

的,往往是多种规律、多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

在斧子砍入树木的最开始阶段,锋利斧刃造成的增

大压强效果起主导破坏作用,当斧子进入树木内部,
由锐角结构造成对两边推力增大的作用效果显著增

强.如何在一个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找到起主导的核

心规律,并灵活运用物理知识解决问题,就是考生物

理观念核心素养的集中体现了.
此外,全国 Ⅱ 卷第14题要求考生能够树立正

确的能量观念来解决问题,全国 Ⅰ 卷第15题要求

考生对物体的运动、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念有

深入的理解等等.当然,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

度与责任3项核心素养均在本年度高考试题中有所

体现,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可见,本年度物理命题

十分注重对物理核心素养的考查,这是对新出台《课
程标准》的尊重,也是对未来一线教学的有力引导.
1.3 综合考查5种能力 突出实验能力培养

1.3.1 重视情境创设,考查综合能力

在本年度的物理学科考试大纲中依然明确规定

了5种能力考查目标: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析综

合能力、实验能力和应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
5种能力对应各自的应用领域,但在实际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多种能力的综合运用.
—501—

2018年第9期               物理通报              考试与评价研究



【例2】(2018年高考全国卷第19题)地下矿井

中的矿石装在矿车中,用电机通过竖井运送到地面.
某竖井中矿车提升的速度大小v随时间t的变化关

系如图3所示,其中图线 ①② 分别描述两次不同的

提升过程,它们变速阶段加速度的大小都相同;两次

提升的高度相同,提升的质量相等.不考虑摩擦阻力

和空气阻力.对于第 ① 次和第 ② 次提升过程,

A.矿车上升所用的时间之比为4∶5
B.电机的最大牵引力之比为2∶1
C.电机输出的最大功率之比为2∶1
D.电机所做的功之比为4∶5

图3 例2题图

在解决这一道试题的过程中,考生需要理解“速
度与时间函数图像”中斜率、面积等参数的物理意

义,通过分析函数图像的特征推理出两次不同过程

对应的物理情景,最终结合功率、功的物理定义综合

分析出正确结论.
1.3.2 突出实验能力考查 兼顾经典实验与创新

实验

实验教学是高中物理教育的重要内容,进行设

计、操作、分析实验也是学生物理学科素养的集中体

现,历年来实验考查都是物理高考的重点内容之一.
今年的北京卷物理试题尤是如此,实验内容考查所

占分值为历年之最:共涉及1个光学实验、1个力学

实验和两个电学实验.
【例3】(2018年高考北京卷第23题)(18分)如

图4所示,用电动势为E,内阻为r的电源,向滑动变

阻器R供电.改变变阻器R的阻值,路端电压U 与电

流I均随之变化.

图4 例3电路图

图5 画U I曲线

(1)以U为纵坐标,I为横坐标,在图5中画出变

阻器阻值R变化过程中U I图像的示意图,并说明

U I图像与两坐标轴交点的物理意义.
(2)a.请在图5画好的U I关系图线上任取一

点,画出带网格的图形,以其面积表示此时电源的输

出功率;

b.请推导该电源对外电路能够输出的最大电

功率及条件.
(3)请写出电源电动势定义式,并结合能量守

恒定律证明:电源电动势在数值上等于内、外电路电

势降落之和.

在这道题目中,第(1)问考查了“伏安法测电源

电动势和内阻”这个经典实验的基本原理,属于课

本实验的重现.第(2)问难度开始提升,从实验原理

考查过渡到对实验数据的进一步挖掘,考生需要明

确输出功率与路端电压、电流的关系,能够将这一关

系投射到函数图像中去,并运用数学工具对物理量

间的函数关系进行求解.第(3)问更进一步,将电动

势概念中所牵涉的功能关系尽数抛出,只有能够深

入理解电动势非静电力做功和能量守恒的物理意义,

才有可能梳理出正确的解题思路.这不失为一种对经

典物理实验的创新性挖掘,类似的试题还有今年北京

卷第21(5)题.可见我们的高考要考出能力,并非是

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扎实的在向这一目标迈进.

2 教学建议

2.1 认真研读政策文件 找准指导教学抓手

本年度的高考物理试题,十分严格的遵循了物

理学科《考试大纲》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关的政策性

文件还有《考试说明》和《课程标准》.这3本材料是

(下转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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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t图像,然后利用图像处理中的“积分”功能,就

能直接得出电容器的电荷量.改变电压,重复实验,

这样就能比较直观地得出电容器的电荷量与电压的

关系.做这个实验,学校必须配备数字化实验器材.

3.2 采用超级电容器 用二分法测定电荷量

如果学校没有数字化实验器材,可以利用二分

法测定电荷量.用两个型号相同的电容器,其中一个

电容器充电量为Q,另一个电容器不带电,让两个电

容器充分接触后再分开,则电容器的带电荷量平均

分配,每个带电荷量均为Q
2
,这就是二分法.重复上

述步骤,可以得到Q
4
,Q
8
,Q
16

等电荷量.

那么怎样测定电容器的电压呢? 教材在探究平

行板电容器的电容时用到了静电计测定电压.静电

计是个半定量测量仪器,而且只能测定几百伏的大

电压,显然静电计不适合测定普通电容器的电压.那

么能否用电压表直接测定电容器的电压呢? 如果用

电压表直接测量电容器的电压,其实就组成了一个

RC 放电电路.在放电过程中RC 电路的电荷量满足

方程:q=Qe-t
τ =CEe-t

τ,式中τ=RC,称为RC 电路

的时间常数.以前普通电容器的最大电容也只有上

千微法,电压表电阻约为几千欧姆,所以时间常数大

约为几秒,用电压表直接测量电容器的电压,电容器

的电荷一下子放完了,很难测准电压值,而且电容器

的电荷放完了就不能再用电量二分法继续实验.现

在如果采用超级电容器,由于超级电容器的电容有

几法拉,电压表电阻约为几千欧姆,所以时间常数大

约为几千秒,这样有足够的时间测量电压值,而且短

时测量电压引起的电荷量变化也极其微小,可以忽

略不计.现在超级电容器应用十分广泛,行车记录仪

就用超级电容器.超级电容器在网上购买很方便,价

格也很便宜,二三元钱一个.所以采用超级电容器,

用二分法测定电荷量,来探究电容器的电荷量与电

压的关系,简洁方便,经济实惠,实验效果也最为直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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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一线教师组织教学活动最有力的抓手,认

真研读领会其内涵精神,可以让我们的宏观课程架

构和常规课堂设计更加优质高效.

2.2 落实“四层”教育 重视“四翼”考核

《高考大纲》中“四层”包含的必备知识、关键能

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对我们一线教师日常的教学

内容极有指导性.按照这4个层次对我们的教学内

容进行梳理整合,可以让我们的课堂目的性更明确,

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全面性和有效性.而“四翼”

所强调的是教学成果考核中命题要体现基础性、综

合性、应用型、创新性.如果我们日常的作业、练习可

以向这样的命题规范靠拢,无疑可以更好地帮助教

师和学生进行评价定位,让教育和学习能够做到有

的放矢.

2.3 立足学科核心素养 提升物理综合能力

教育是一个时间跨度较大的过程,其效果显现

的滞后特征十分明显,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教育不

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我们物理教师要在日常教

学中注重物理情境的创设,确保经典实验、重要实验

的深入挖掘,培养学生在物理情景中、在实验探究中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学生可以

科学而有条理地进行探究实验时,高中物理教育的

目的就基本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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