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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类”试题是北京物理试题中的一种特色题型,它体现了高考试题阅读能力考查的要求,主要分为类比

式、定义式、对比式和混合式等不同类型.针对“阅读类”试题,掌握一定的阅读策略,可以起到很好的分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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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北京卷考试说明》中,在物理学科的能力考查要求

中,都有关于阅读的明确要求 ———“通过阅读和观

察,获取新知识、新方法”.
所谓“阅读类”试题,也可以称为信息给予题,

此类试题的特点是背景知识一般都是来源于课外,

试题篇幅相对较长,需要学生临场通过阅读获取有

效信息,结合课内知识或方法得到问题解答结果.

1 阅读类试题的基本类型及特征分析

(1)类比式阅读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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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式阅读型试题一般先描述学生学习过的知

表2 两款手机检测实验数据

iPhoneX 小米9

电量/% 电压/V 变化规律 电流/A 变化规律 电量/% 电压/V 变化规律 电流/A 变化规律

0 4.90

10 4.90

20 4.92

30 4.92

40 4.90

50 4.89

60 4.89

70 4.98

80 4.99

90 4.94

99 4.98

基本

不变

1.54

1.43

1.35

1.31

1.24

1.15

1.05

0.92

0.89

0.49

0.12

一直

降低

0 8.85

8 9.10

15 9.34

20 9.54

30 9.53

40 9.54

60 9.54

65 7.78

70 7.71

85 7.72

99 7.69

逐渐

升高

一直

不变

降低后

不变

1.86

1.86

2.14

2.12

2.13

1.88

1.87

1.89

1.90

1.19

0.35

不变

升高后

不变

下降后

不变

一直

下降

  综上,教师在编制和使用试题时,对试题和答

案力求做到符合知识性和技巧性原则的同时,也要

重视科学性原则.像上面这种试题,能考察学生的概

念,多余的信息干扰更能考验其掌握程度,因而往往

被一些教辅资料和试卷所选用,给学生造成了超出

考纲要求的困扰.因此,教师多了解、多储备一些知

识,也是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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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再描述课本外的知识,两类知识之间具有相似

性,问题侧重后者提出,需要学生能够具备一定的类

比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
2016年高考北京卷第24题,就是一道很典型的

类比式阅读型试题.试题中首先呈现的就是学生已

经学习过的动量定理内容,然后开始第一重简单的

类比,用动量定理处理二维问题,并且用非常清晰的

语言介绍了如何去应用.在本题的第二小题中,又出

现了第二重更高水平上的类比,即光镊效应的引入.
很明显,在这道试题中,用动量定理解决碰撞问题属

于学生的原有认知,而光镊效应则属于课外知识,因
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学生就完全可

以将之前用动量定理解决碰撞问题的经验迁移到解

决光镊效应的有关问题上.学生要想顺利解决该问

题,除了必备的物理知识和能力之外,类比能力和知

识迁移能力毫无疑问是不可或缺的,而这首先又离

不开学生在面对问题时的准确阅读.
类比式阅读型试题在高考试题中出现的频率还

是很高的,2013年第20题多光子光电效应就是与单

光子光电效应的类比,但考查重点是属于新知识的

多光子光电效应;2014年第20题反常折射率也是正

常折射率的类比,考查的重点同样落在了新知识的

反常折射率上.所以,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学生

不仅要会迁移,能够找到新旧知识之间的共性,还能

够准确把握新知识的特点,这些特点往往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
除此之外,像2016年第23题中电势与重力势

的类比,2015年第23题中弹性势能与摩檫力势能的

类比,等等,都是非常典型的、极具特色的类比式阅

读型问题.
(2)定义式阅读型试题

定义式阅读型试题,试题中一般都给出新概念

的完整定义,需要学生通过阅读准确理解新概念,把
握新概念的核心要点,尤其是所提供的信息中最关

键的词句.其实,就像上例中提到的光镊效应,在解

释光镊效应时就是局部的新概念定义.所以,也可以

看出,其实不同的阅读类型在同一道试题也许会同

时出现,或者交叉出现.
独立的定义式阅读型试题的典型例子也是很多

的,像2017年第18题中所提及的“大连光源”,试题中

就用了一整段文字解释了“大连光源”到底是什么.再

比如2016年的第20题中,关于PM10,PM2.5的解释,

也是属于定义式.2015年第20题中关于IC卡工作基

本过程的描述,也很明显属于定义式的解释.
(3)对比式阅读型试题

对比式阅读型试题,试题中也会出现两类知识,

不过与类比型不同的是,它考查的重点是两者之间

的区别与联系,所以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归纳总结

能力.
2017年第24题是一道非常典型的对比式阅读

型试题,试题中将发电机和电动机放在了一起进行

对比,这两者之间很明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4)混合式阅读型试题

混合式阅读型试题,具有上述3类阅读型试题

所有的特点,不仅有定义,还有类比和对比,属于阅

读型试题中相对比较复杂的一种类型.但是,因为涉

及的方面比较多,只要阅读得比较仔细,就解题本身

而言,得到正确结论并不是难事.
【例1】国际单位制(缩写SI)定义了米(m)、秒

(s)等7个基本单位,其他单位均可由物理关系导

出.例如,由m和s可以导出速度单位m·s-1.历史

上,曾用“米原器”定义米,用平均太阳日定义秒.但
是,以实物或其运动来定义基本单位会受到环境和

测量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而采用物理常量来定义则

可避免这种困扰.1967年用铯 -133原子基态的两

个超精细能级间跃迁辐射的频率Δν=9192631770
Hz定义s;1983年用真空中的光速c=299792458
m·s-1 定义m.2018年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决定,

7个基本单位全部用基本物理常量来定义(对应关

系如图1所示,例如,s对应Δν,m对应c).新SI自2019
年5月20日(国际计量日)正式实施,这将对科学和技

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下列选项不正确的是(  )

图1 例1题图

A.7个基本单位全部用物理常量定义,保证了

基本单位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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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用真空中的光速c(m·s-1)定义 m,因为长

度l与速度v 存在l=vt,而s已定义

C.用基本电荷e(C)定义安培(A),因为电荷量

q与电流I存在I=q
t
,而s已定义

D.因为普朗克常量h(J·s)的单位中没有kg,

所以无法用它来定义质量单位

上述是2019年第20题,这就是一道混合式阅

读型试题,试题中首先简单地描述了国际单位制,然
后对比了过去定义基本单位和现在采用物理常量来

定义基本单位这两种方式的优劣,并进行了举例说

明.另外,在做出答案选择的时候,又涉及到了对比.

2 阅读类试题的基本分析策略

(1)合理进行试题中信息的分类,略读与精读

结合,提高阅读效率

根据阅读型试题中所描述的信息作用的不同,

可以将其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有些类型的信息可

以略读,有些则应该精读.略读和精读相结合,不仅

可以很好地提高阅读的速度,也能够帮助学生比较

准确地把握住问题的关键,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背景性信息,主要是为了创设一个真实的物理

问题情境,所以这种描述性的语言,不见得每个问题

中都会有.对此,学生只需快速读过去,将其作为问

题的产生背景了解即可.
定义性信息,也可以称为概念性信息.当问题中

出现新的物理概念或者物理现象时,这样的描述就

会出现,目的就是告诉学生相应的物理概念或者物

理现象到底是什么.
条件性信息,是几乎每一个物理问题都不可缺

少的部分,在这里呈现的是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种种

物理量,有已知量,也有未知量.通过条件性信息的

阅读,学生需要获得相对应的显性的和隐性的条件,

为后续问题的思考奠定基础.
问题性信息,主要是关于学生需要最后完成的

任务的描述,就是问题是什么,或者说要干什么.
以2017年海淀一模试题第24题第一小题为

例.
【例2】科学家发现,除了类似太阳系的恒星 -

行星系统,还存在许多双星系统,通过对它们的研

究,使我们对宇宙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双星系统是由

两个星体构成,其中每个星体的线度(直径)都远小

于两星体间的距离,一般双星系统距离其他星体很

远,可以当作孤立系统处理.已知某双星系统中每个

星体的质量都是 M0,两者相距L,它们正围绕两者

连线的中点做匀速圆周运动,引力常量为G.求:

1)该双星系统中星体的加速度大小a;

2)该双星系统的运动周期T.
本题中,第一句话就属于背景性信息.第二句话

则属于定义性信息,解释了什么是双星系统.第三句

话里面描述的就是大量的条件性信息,包括了“星体

的质量、两者距离、引力常数、做什么运动”等内容.
最后的两个问题,则属于问题性信息.

(2)抓重点句和关键词

处理阅读型试题,阅读理解能力是基础,而重点

词语抓取能力则是阅读理解能力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重点词语,指示的是问题中最关键的、最重点的

信息.常见的重点词语,有转折性的副词,比如“但
是”,很明显,“但是”后面的内容一定是需要高度重

视的.还有,属于重点性词语的就是上面提到的定义

性信息中的定义性词语,它将帮助学生去认识新的

物理概念或者物理现象,反应出相应的特征要素.
(3)深入挖掘图表信息和图像信息

阅读类试题中,有一些信息是通过试题中提供

的图表或者图像反应出来的.利用图表或者图像提

供信息,这是物理试题向学生传递信息的方式之一,

具有直观化和形象好的特点.在处理含有图表或图

像的阅读类试题时,就需要学生能够重视相关的图

表或图像,知道从里面挖掘相关的信息.
诸如2019年第19题,其中的数据图表,就是重

要的信息来源,整个试题答案的得出,都依赖于学生

对图表中数据的梳理和分析.
2019年第20题中的图像,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

信息载体.本题的第4个选项的选择,就需要学生能

够在阅读题干的同时结合图像信息,而且,图像信息

中已经非常清晰地显示普朗克常量h(J·s)与质量

是有关系的,所以选项中说两者无关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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