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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考试对物理学教学起着重要作用.传统物理考试简单将物理思维能力的考核分为理论和实验两

类.尝试从科学的T型思维出发重新分类中学生科学核心素养考核项目,改良物理类教育考试对学生科学核心素养

考核评价,促进学生科学核心素养的发展,并对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理综 Ⅰ 卷与江苏卷进行分

析统计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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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T型思维的物理学考核项目的重新分类

科学是对自然界人类未知现象的探索.基于实

验对未知现象的发现和对发现的未知现象的应用而

产生的发明不断地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实验获

取实验现象(通过实验获得自然界是怎样的)的同

时,人类尝试理解实验现象(回答自然界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现象)而产生认知、生成理论.对较微观的自

然现象的获得在有限程度上能够帮助理解相对宏观

的自然现象.而理论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和预测作用

进一步指导和辅助实验和应用的发展.包括物理学

在内的科学在不断向着实验测量更精确、理论计算

更准确、应用范围更广泛的方向发展.
物理学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物理学习形成的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基于对物理学史的概括,笔者在

“T型教学法促进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一文中

将其总结为图1所示的科学的T型思维[1],其主要

分为实验观测、现象理解、理论预测、规律应用4个

部分,分别对应图1的4个箭头.

图1 科学的T型思维

具体学习到的实验现象(知识点)在学生将来

的发展中很容易遗忘,但应该遗留下来的是科学的

思维能力.科学思想方法的获得有助于学生的自我

生成,对将来可能进行的发现和发明有积极作用.
教育考试对物理学教学起着重要作用.传统物

理考试简单将物理思维能力的考核分为理论和实验

两类题型.笔者尝试从科学的T型思维出发重新分

类中学生科学核心素养考核项目.根据图1所示的

科学的T型思维,笔者取消传统理论与实验两种试

题分类,将其增至实验观测、现象理解、理论预测、规

律应用共4类题型.

2 4类题型的具体内容

(1)实验观测类试题

实验观测类试题包括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数据

分析等内容.此类试题通过文字的方式描述真实的

实验过程,考察考生实验设计、实验操作、数据分析

等能力.
【例1】某小组利用打点计时器对物块沿倾斜的

长木板加速下滑时的运动进行探究.物块拖动纸带

下滑,打出的纸带一部分如图2所示.已知打点计时

器所用交流电的频率为50Hz,纸带上标出的每两

个相邻点之间还有4个打出的点未画出.在A,B,C,

D,E5个点中,在打出C 点时物块的速度大小为

m/s(保留3位有效数字);物块下滑的加速

度大小为 m/s2(保留2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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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试题题干关键词:“进行实验”“进行探究”

等.

图2 纸带

(2)现象理解类试题

现象理解类试题是题干提供给考生一种实验现

象,如“若发现刚好射入小孔”.考生利用已有知识去

理解这样的实验现象,尝试给出合理的解释,如给出

初速度等条件.
【例2】冰棒冒烟请判断其属于何种物态变化.
【例3】如图3所示,劲度系数κ=50N/m的弹

簧一端固定于地面上,另一端粘连物体A,物体B置

于A上不粘连,A,B质量均为1kg且都可看做质

点,整个装置处于静止状态.现对物体B施加一变力

使B的加速度保持为a.若发现A,B一开始就分离

了,求a的取值范围.
此类试 题 题 干 关 键 词:“若 发 现 … 请 推 测

…”“根据实验测得的结果”等.

图3 弹簧与物体

(3)理论预测类试题

理论预测类试题是根据考生所学的物理规律,

在题干背景下进行结果预测.
【例4】如图4,等边三角形线框LMN 由3根相

同的导体棒连接而成,固定于匀强磁场中,线框平面

与磁感应强度方向垂直,线框顶点 M,N 与直流电

源两端相接.已知导体棒 MN 受到的安培力大小为

F,请预测线框LMN 受到的安培力大小为多少?

图4 三角形线框

此类试题题干关键词:“请预测”“请预计”等.
(4)规律应用类试题

规律应用类试题是在题干给定的场景下,请考

生应用已学的物理规律,达到题干要求的目的.
【例5】如图5所示,小船以大小为v(小船在静水

中的速度)、方向与上游河岸成θ的速度从O处过河,

经过一段时间,正好到达正对岸的O′处,现要使小船

在更短的时间内过河并且也正好到达正对岸O′处.
在水流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可采取的方法是(  )

图5 例5题图

A.θ角不变且v 增大

B.θ角减小且v 增大

C.θ角增大且v 减小

D.θ角增大且v 增大

此类试题题干关键词:“可采用的方法”“欲

使”“应”等.

3 4类题型的考核权重分配

由于4类题型对应不同的4种思维方式,其4种

思维方式在发现与发明中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原则上考试应该均匀分布,不应过多偏重一种

形式的思维,充分考察学生各种形式的科学思维能

力.

4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江苏

卷与全国 Ⅰ 卷考核类型分布统计

  以下对2019年全国部分新高考改革省份物理

学等级考试考核类型分布进行统计.
表1~ 表3为2019年高考江苏卷物理试题,其

中表1和表2为2019年高考江苏卷物理试题第1~
16题分类统计.表3为2019年高考江苏卷物理试题

中4类题型的分布情况统计.表4~ 表6为2019年

高考全国Ⅰ卷物理试题,其中表4和表5为2019年

高考全国Ⅰ卷物理试题第14~25及33,34题分类

统计.表6为2019年高考全国Ⅰ卷物理试题中4类

题型的分布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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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9年高考江苏卷物理试题1~8题分类统计

题号 1 2 3 4 5 6 7 8

题型 单选 单选 单选 单选 单选 多选 多选 多选

实验观测/分

现象理解/分 3 4

理论预测/分 3 3 3 3 4 4

规律应用/分

其他/分

表2 2019年高考江苏卷物理试题9~16题分类统计

题号 9 10 11 12 13A 13B 14 15 16

题型 多选 简答 简答 简答 简答 简答 计算 计算 计算

实验观测/分 8 10

现象理解/分 1 10 4 4 11 5

理论预测/分 3 8 8 15 5 6

规律应用/分 2 5

其他/分

表3 2019年高考江苏卷物理试题4类题型分布

实验观测 现象理解 理论预测 规律应用 其他 总分

分值/分 18 42 65 7 0 120+12

占比/% 13.6 31.8 49.2 5.3 0.0

表4 2019年高考全国 Ⅰ 卷物理试题14~21题分类统计

题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题型 单选 单选 单选 单选 单选 多选 多选 多选

实验观测/分

现象理解/分 6 6 6

理论预测/分 6 6 6 6

规律应用/分 6

其他/分

表5 2019年高考全国 Ⅰ 卷物理试题22~25与33,34题分类统计

题号 22 23 24 25 33 34

题型 非选择 非选择 非选择 非选择 非选择 非选择

实验观测/分 4 5

现象理解/分 1 2.5 6 13 5 15

理论预测/分 6 7 10

规律应用/分 2.5

其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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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优势,然而也有他较其他发电形式的劣势.通过

研究和实验观测,探讨影响发电的因素和规律,从而

在太阳能电站建设和维护中,采取必要可行的措施,

以获取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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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OutputCharacteristics
ofSolarCellsunderDifferentCovers

WangZhen WangHaixiang
(SchoolofMechanicalandElectricalEngineering,JinlingInstituteofTechnology,Nanjing,Jiangsu 211169)

Abstract:Astheoutdoorenergyequipment,solarcellisinfluencedenvironmentalfactortoagreatextent,

whileinadditontotheinfluenceofthesunnyday,rainyday,andcloudysky,itisalsoinfluencedbydust,leaves

andothercoverings.Inthispaper,itstudiestheoutputcharacteristicsofsolarcellcoveredbydust,leaves,and

snow.InNanjing,ithadoutdoorstudy,withdifferentcoveringconditions,ithadrecordsontheopen-circuit

voltageandshort-circuitcurrentofsolarcell,andthen,itcandrawtheconclusionthatdifferentcoveringshave

differentreductionstotheelectricitygenerationperformanceofsolarcell.

Keywords:solarcell;covering;open-circuitvoltage;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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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9页)         表6 2019年高考全国 Ⅰ 卷物理试题4类题型分布

实验观测 现象理解 理论预测 规律应用 其他 总分

分值/分 9 60.5 47 8.5 0 110+15

占比/% 7.8 48.4 37.6 6.8 0.0

5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理综全国

Ⅰ卷与江苏卷物理试题点评

  从表4和表6的数据可以看出,2019年高考江

苏卷和全国 Ⅰ 卷4种类型题型分布并不均匀.在所

选的两省的试题统计结果表明实验观测类试题和规

律应用类试题相对偏少.原则上4种思维均应进行

同样程度的训练和考核,不应偏重某种思维能力.
除此之外,笔者观察到一些题目的关键词用万

能的“则”替代.关键词的不加区分会使学生并不明

确自己在进行怎样的科学思维,只是笼统的在“刷
题”.

笔者建议高考出题,题干提供关键字词,如“进
行实验”(实验观测)“请推测”(现 象 理 解)“请 预

测”(理论预测)“应采用”(规律应用),并用黑体或打

上着重符号进行强调,强化考生物理思维.考生能更

加明确自己在进行怎样的思维,是在实验观测,还是

在理解现象,还是在理论预测,还是在应用规律,使

高考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学

生物理学核心素养的发展,开发学生思维提升创造

力,为未来可能进行的发现和发明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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