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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的高考已经尘埃落定,新课标卷物理科的试题精彩纷呈,本文以2019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综

Ⅰ 卷第14题为例,从教材、课程标准、考试大纲(说明)和历年高考试题4个维度例析试题突显的新课标理念、物理

核心素养的落实.
关键词:科学思维  高考  试题赏析

  高考新课标卷物理试题与教材、课程标准、考
试大纲及说明和往年高考试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值得物理教师思考、深入研究和总结.利用好往年真

题进行思考与研究,可以有效促进物理教育教学和

教研.下面以2019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综 Ⅰ 卷第

14题为例抛砖引玉.

1 真题赏析———氢原子能级示意图+氢原子跃迁

【例1】(2019年高考新课标 Ⅰ 卷第14题)氢原

子能级示意图如图1所示.光子能量在1.63eV~
3.10eV的光为可见光.要使处于基态(n=1)的氢

原子被激发后可辐射出可见光光子,最少应给氢原

子提供的能量为(  )

A.12.09eV   B.10.20eV

C.1.89eV   D.1.5leV

图1 例1题图

考点分析:选修3 5氢原子光谱(Ⅰ),氢原子

的能级结构、能级公式(Ⅰ).
能力考查分析:分析综合能力、应用数学处理物

理问题的能力.
核心素养分析:

(1)物理观念

物质观 ——— 氢原子、光子.
运动观 ——— 跃迁.
能量观 ——— 光能、动能.
(2)科学思维

模型构建 ——— 能级图(氢原子)、氢原子跃迁.
科学推理 ——— 给处于基态的氢原子用光照或

高速电子碰撞的形式提供足够的能量会激发至激发

态,激发态的氢原子不稳定,在向低能级跃迁时会辐

射出光子.

1)要使处于基态(n=1)的氢原子被激发后可

辐射出光子,至少要激发到n=2的能级,最少应给

氢原子提供的能量为

    E=ΔEmin=
 [-3.40-(-13.60)]eV=10.20eV

2)n=3跃迁至n=2,有

ΔE=[-1.51-(-3.40)]eV=1.89eV (可

见光)

n=4跃迁至n=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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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E=[-0.85-(-1.51)]eV=0.66eV

n=4跃迁至n=2,有

ΔE= [-0.85-(-3.40)]eV=2.55eV(可见光)

3)要使处于基态(n=1)的氢原子被激发后可

辐射出可见光光子至少要激发到n=3的能级,最少

应给氢原子提供的能量为

    E=ΔEmin=
 [-1.51-(-13.60)]eV=12.09eV
故选择选项A[1].
(3)科学论证

探究氢原子光谱的实验规律[2].从氢气放电管

(图2)可以获得氢原子光谱(图3),光谱研究是探索

原子结构的一条重要途径.

图2 气体放电管

图3 氢原子的光谱

(4)质疑创新

如何才能激发处于基态的氢原子? 能级差如何

计算? 可见光的波长范围是? 氢原子的发射光谱是

怎样的光谱? 不同原子的发射光谱是否相同? 一个

氢原子跃迁和一群氢原子跃迁有何不同? 跃迁和电

离有何不同? 根据巴耳末公式,指出氢原子光谱在

可见光范围内波长最长的两条谱线所对应的n,它

们的波长各是多少? 氢原子光谱有什么特点? 光谱

分析有什么用途?

2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相关要求

内容要求:了解人类探索原子及其结构的历史.

知道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通过对氢原子光谱的分

析,了解原子的能级结构[3].

活动建议:

查阅资料,了解华人科学家在粒子物理领域中

的杰出贡献[3].

3 《2019年高考考试大纲的说明》相关内容

【例2】(题型示例)用频率为ν0的光照射大量处

于基态的氢原子,在所发射的光谱中仅能观测到频

率分别为ν1,ν2,ν3 的3条谱线,且ν3 >ν2 >ν1,则

A.ν0 <ν1     

B.ν3=ν2+ν1
C.ν0=ν3+ν2+ν1

D.1ν1 =1ν2 +1ν3
点评:本题考查考生对能级跃迁规律的理解、将

文字翻译成图像和数学表达式的迁移思维、分析综

合能力和应用数学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4].

4 题源追踪———以氢原子能级结构示意图为背景

【例3】(人教版选修3 5练习)如果大量氢原子

处在n=3的能级,会辐射出几种频率的光? 其中波

长最短的光是在哪两个能级之间跃迁时发出的[3]?

【例4】(2001年高考全国卷)图4为氢原子能级

图的一部分,大量原子被激发到n=3的能级上,由

于电子跃迁,氢原子将辐射出 K 种能量不同的光

子,其中光子能量最大值为ε,由能级图可知(  )

A.K=2,ε=10.2eV

B.K=2,ε=12.1ev

C.K=3,ε=12.1eV

D.K=3,ε=15.1eV

图4 例4题图

【例5】(2009年高考全国卷)已知氢原子第n个

定态的能量为En= -13.6n2 eV
,某个处于基态的氢

原子(  )

A.可以吸收可见光(波长为400~700nm)的

光子,而跃迁到较高的能态

B.可以在吸收12.1eV的能量以后,发射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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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光的光子

C.可以在吸收12.1eV的能量以后,发射出红

外光的光子

D.可能吸收大于13.6eV的能量

【例6】(2009年高考全国卷 Ⅱ)氢原子的部分

能级如图5所示.已知可见光的光子能量在1.62

eV到3.11eV之间.由此可推知,氢原子(  )

图5 例6题图

A.从高能级向n=1能级跃迁时发出的光的波

长比可见光的短

B.从高能级向n=2能级跃迁时发出的光均为

可见光

C.从高能级向n=3能级跃迁时发出的光的频

率比可见光的高

  D.从n=3能级向n=2能级跃迁时发出的光为

可见光

综上所述,以高考物理试题为案例,通过对比和

研究,在科学推理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帮助学生构建

各类经典物理模型,结合教材和生产生活实践与实

验也可以进行科学论证训练,提高质疑创新能力,培

养学生的物理科学思维.在此基础上进行教材、试题

资源的优化整合,也促进教师课堂教学理念的更新、

课堂教学的革新、核心素养的落实和物理教育教学

教研能力的提升.
参 考 文 献

1 朱明兰.原子能级跃迁问题浅析[J].中学物理,2010,

28(11):58~59

2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

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3 5[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18,54~6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4 教育部考试中心.2019年高考考试大纲的说明[M].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2019

(上接第94页)

掘教材隐性实验的创新变式考查,聚焦易被忽略的

隐性考点区域,学生应积极实践教材中“做一做”“演
示”实验等,领悟其中蕴含的物理思想.

(2)发展型实验以教材实验为本,对实验目的

做微妙处理,从细微处考查学生的基本实验能力,立
足教材,强化基本实验技能是解题的关键.教师应在

立足教材,引导学生设计多样化、综合性的实验,以
开放性的实验环境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当学生面

对“新”实验时,能跳出单一的知识情境,融入新的

实验元素,灵活开展实验.
(3)创设现实性、开放性的试题任务情境是未

来高考实验试题的发展趋势,情境型实验并非凭空

产生,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联系生活、建构模

型是破题的核心.这要求教师在实验教学中,既要关

注学生的基本实验能力,还应恰当地将物理实验模

型迁移到生活情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时,教师也应适当向学生介绍新型的科技设备,引导

学生关注科技发展,促进学生科学态度与责任能力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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