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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4个方面为切入点,对2020年全国中考试题的典型试题进行分析,得出了核心

素养导向的初中物理教学策略,即:情境 ——— 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的切入点;实验 ——— 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的立足点;

建模 ——— 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的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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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凝练,为当前各阶段的物

理教学指明了方向.由于初中是物理教学的起始阶

段,要为学生后续的学习奠基,所以,核心素养导向

的教学势必成为初中物理教师研究的焦点.而中考

对初中物理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从核心

素养的视角研究中考试题,必将对教学有促进作用.

1 从核心素养的视角研究全国试题

笔者对2020年全国中考试题进行深入研究后

发现:各地中考不仅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考

查,而且加强了对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下面,

就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4个方面对典型试题进行

分析.
1.1 利用物理情境 考查物理观念

【例1】2020年6月23日9时43分,北斗3号最

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如图1所示),它是北斗3号系列的第三颗地球同

步卫星,主要用于无线电导航、无线电测定等.关于

卫星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该卫星在加速升空的过程中,机械能不变

B.该卫星进入同步轨道后,相对地表静止

C.该卫星运行一周的时间约为365天

D.该卫星与地面基站可通过超声波传递信息

评析:本题以北斗3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

发射成功为背景,考查了机械能的变化、运动和静止

的相对性、信息的传递等知识;体现了学生应用所学

的知识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不仅引导学生关注热

点新闻,还要建立新闻与所学物理知识之间的联系.

图1 例1题图

1.2 利用物理模型 考查科学思维

【例2】停车场入口处常用横杆来控制车辆的进

出,如图2(a)所示.我们可以把该装置简化成如图

2(b)所示的杠杆.若横杆AB 粗细相同、质量分布均

匀,重力G=120N,AB=2.8m,AO=0.3m.要使

横杆AB 保持水平平衡,需在A 端施加竖直向下的

力F= N.

图2 例2题图

评析:本题将停车场入口处控制车辆进出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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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建构成杠杆模型,考查了杠杆的识别、五要素的判

断、平衡条件的应用等知识;体现了学生应用所学知

识,建立和分析物理模型的能力;引导教师在平时的

教学中,应培养学生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物理模型,

并能应用相关物理知识分析物理模型的科学思维.

1.3 利用实验设计 考查科学探究

【例3】“停课不停学”期间,小明在“云课堂”中

学习了密度计的相关知识后,想用家中可用器材(如

图3所示),测出一枚新鲜鸡蛋的密度.已知水的密

度为ρ水,请你帮他设计一个测量鸡蛋密度的实验方

案.要求:

(1)写 出 主 要 的 实 验 步 骤 及 所 需 测 量 的 物

理量;

(2)写出鸡蛋密度的数学表达式(用已知量和

测量量表示).

图3 例3题图

  评析:本题通过题目所给的实验器材,利用密

度计的原理,让学生设计测量鸡蛋密度的实验方案,

并让学生推导出鸡蛋密度的数学表达式,很好地考

查了学生利用已学知识设计测量型实验并推导表达

式的能力.由于这些实验器材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且

容易获得的器材,所以,也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要善于利用生活中的器材,对相关物理问题进行

探究.

1.4 利用实验数据 考查科学态度与责任

【例4】小明用如图4(a)所示电路探究电流与电

阻的关系,电源电压3V,电阻R有4个阻值(5Ω,10

Ω,15Ω,25Ω)供选用,滑动变阻器RP 规格为“10

Ω,2A”.

图4 例4题图

(1)开关闭合前,应将滑动变阻器滑片P 移到

最 (左/右)端;闭合开关后,小明发现电流

表、电压表示数均为0,他将一根导线的一端接电源

正极,另一端依次试触a,b,c,d各接线柱,当接触到

d时,电压表开始有示数且为3V,电流表示数仍为

0,经进一步检查,电流表及各接线处均完好,则电路

中所有可确定的故障是 .
(2)排除故障并将问题元件进行同规格更换,

此时R的阻值为5Ω.闭合开关,调节滑片P,使电压

表示数到达某一数值,此时电流表示数如图4(b)所

示,该示数为 A.接着将R阻值换成10Ω,向

(左/右)端移动滑动变阻器滑片,以保持电

压表的示数不变.
(3)将R阻值换成15Ω重复上述操作.3组数据

如表1所示,由此可得:电压一定时,电流与电阻成

.为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换用阻值为25Ω的

电阻继续上述实验,是否可行? (可行/不可

行).
表1 实验数据记录

实验序号 R/Ω I/A

① 5 0.4

② 10 0.20

③ 15 0.13

  (4)下列图像中,能大致反映本实验中各物理

量之间关系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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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析:本题通过探究电流与电阻的关系实验,

考查了滑动变阻器的使用、电路故障分析、电流表的

读数、实验操作、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论描述、实验

的可行性分析、图像分析等知识.值得注意的是,由

第一、二两次实验的数据很容易得出:定值电阻两端

的电压保持了2V不变,但由第三次实验的数据计

算得出的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却为1.95V;这是因

为当定值电阻15Ω两端的电压为2V时,通过移动

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电流表的指针不能恰好对准某

一刻度线,而是指在了0.12A和0.14A之间,故只

能估读得出0.13A,产生了测量误差.基于以上分

析,本题很好地体现了将真实实验数据写入实验数

据记录表格的科学态度和责任,有利于对学生这一

素养的培养.

2 从试题研究的视角思考教学策略

2.1 情境 ——— 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的切入点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离不开情境的创设.
通过对试题的研究不难发现:如今的中考试题,或以

学生熟悉的生活中的情境,或以新闻热点事件作为

背景,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应创设适当的情境,设

计挑战性的任务,引发学生深度学习.例如:在“运动

的世界”一章的教学中,就可以用“如何选拔两位参

加100m跑决赛的同学”为情境,先让学生思考比较

物体运动快慢的方法,引出“路程”和“时间”两个物

理量;再让学生自主学习刻度尺和秒表的使用;然后

回到情境,利用“比值法”得出速度的概念;最后,将

学生带到操场,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科学探究,选出

两位参加100m跑决赛的同学.这样,就以一个情境

为主线,经历“情境→概念→情境”的过程,建构了

物理观念,培育了科学思维,通过科学探究,使学生

有了科学态度与责任.

2.2 实验 ——— 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的立足点

物理学科是一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

学.实验作为物理学科的基础,对发展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试卷的构成来看,对实验

的考查都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从试题发展来看,对实

验的考查,已不局限于教材的实验,更不局限于“背

实验”,而是考查“真实验”,考查学生是否具有科学

探究的能力.因此,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

利用科学探究的7个环节,完整地体验整个实验过

程.尤其是在“设计实验和制订方案”的环节,首先

应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再在交流与合作中改进实

验,从而确定实验方案;然后进行实验.还有一个值

得教师关注的环节就是“收集数据”,有的学生由于

在实验前阅读了教材,已经知道了实验结论,但在实

验过程中,由于所测实验数据存在误差,不能“完美”

地得出实验结论,这些学生可能会篡改数据.因此,

教师在这一环节,就应该加强巡视,若发现此类问

题,就可以以此为契机,培育学生的科学态度与

责任.

2.3 建模 ——— 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的着眼点

建构模型有助于帮助学生抓住事物的关键要

素,加深对概念、过程和系统的理解,形成系统思

维[1].可见,建模不仅是学生的一种科学思维,而且

也是教学的一种途径.从试题来看,各地也加强了通

过各种物理模型,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2].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地

引导学生建立物理模型,并应用物理模型解决实际

生活中的问题.例如,在“科学探究:杠杆的平衡条

件”一节的教学中,首先可以让学生体验使用生活

中的杠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再让学生思考这些杠

杆的共同属性,从而建构杠杆模型;然后,通过探究

杠杆的平衡条件,并对杠杆进行分类,加深对杠杆这

一物理模型的理解,并能选取合适的杠杆去解决生

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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