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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提及物理课程的教学应基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通过生活

化或情景化的教学,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的物理知识.笔者梳理了课标中生活经验类的科学内容,结合苏州近5年中

考试题中的选择题分析结果,发现大部分考查内容均来自于课标中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关的内容.基于此,笔者参考

苏州物理中考题,总结了生活经验类考题常出现的3个类型,旨在为教师在教学中结合生活实例,引导学生关注生

活中的物理现象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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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杜威认为学

校教育应该与日常生活相结合,这个具有划时代的

观点成为当代教育发展上的指路灯,很多年前日本

也曾提出把较难的理性学科与日常经验相联系,注
重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美国、德国等国家也都曾力

图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在物理教学中融入生活元

素,这样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提高学生处理问题

的能力;中国最先提出教育即生活的是陶行知先生,

他也是受到了杜威观点的影响,认为应该“教、学、

做”合一,教学应该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处处有物

理,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善于在生活中观察、发现问题

并反复思考,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掌握物理这门课程

的精髓[1].《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后
简称《课标》)中多次提及义务教育物理课程应注重与

生产、生活实际及时代发展的联系[2].要求教师教学

时应注重与生活实际的联系,使学生通过观察、操
作、体验等方式,经历科学探究过程,认识物理概念

和规律,学习科学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2 生活经验内涵分析

基于《课标》的要求,笔者梳理了其中部分有关

生活经验类的学习内容.如表1所示.笔者根据学生

在生活中所处场所的不同,将学习内容分为家庭生活

经验、学校生活经验、社会生活经验以及自然环境相

关经验四大模块.以此为导向,将《课标》中的科学内

容三级主题相关知识点分别划分至每一模块中.课标

中的科学内容三级主题共63个,与学生生活经验相

关的有34个,占比高达54%,可见《课标》对生活经验

相关内容的重视程度.这34个科学内容大都与学生

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可见《课标》十分重视将物理知

识的学习,与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体验相结合,贯彻将

生活融入物理学习的课程基本理念中.
表1 《课标》中与生活经验相关的部分三级主题分类

经验 三级主题相关知识点

家庭

生活

经验

1.1.2说出生活环境中常见的温度值

1.2.4了解人类关于物质属性的研究对日常生活和科技进步的影响

2.2.1会根据生活经验估测长度和时间.会选用适当的工具测量长度和时间

2.2.3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弹力和摩擦力,认识力的作用效果

2.3.4知道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及在生活中的应用

3.1.1了解能量及其存在的不同形式.描述各种各样的能量和生产生活的联系

3.2.2知道机械功和功率.用生活中的实例说明机械功和功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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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经验 三级主题相关知识点

学校

生活

经验

1.2.3通过实验,理解密度.会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解释生活中一些与密度有关的物理现象

2.2.6通过实验,知道简单机械.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杠杆的平衡条件

2.2.8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知道大气压强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2.2.9通过实验,认识浮力.运用物体的沉浮条件说明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2.3.1通过实验,认识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条件

2.3.3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探究并了解光的折射现象及其特点

社会

生活

经验

1.4.1通过收集信息,了解新材料的特点及其应用.了解新材料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1.4.2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能在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所作为

2.3.2了解乐音的特性,了解现代技术中声学知识的一些应用

3.2.4了解人类使用机械的历程.了解机械的使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2.4.6知道电磁波.了解电磁波的应用及其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

3.6.1结合实例,说出能源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自然
环境
相关
经验

1.1.1描述固、液、气3种物态的基本特征.列举自然界和生活中不同状态的物质及其应用

1.1.3用物态变化的知识说明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2.1.2通过自然界中一些简单的热现象,了解分析热运动的一些特点

2.1.3举例说明自然界存在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知道世界处于不停的运动中

3.3.2通过实验,了解比热容,尝试用比热容说明简单的自然现象

3 基于生活经验中考试题特征分析

3.1 题型特征

《课标》的科学内容,充分体现了物理课程与生

活实际的联系,更突出了物理学习与学生生活的联

系.考试作为学习效果的一种检验方式,也必将从考

查的角度体现《课标》的基本理念.因此,笔者分析

了苏州市2015-2019年的中考物理试题选择题模

块的考查重点,希望找到其与《课标》中生活经验的

关联情况.就总体情况而言,苏州这5年的物理中考

试卷中,题型设置、题量和分值基本没有变化.题型

类别分为选择、填空和解答题3大类,解答题又包括

了作图题、应用题和实验题.填空和解答部分主要考

查学生应用物理公式规律解决问题的能力.选择题

部分以生活经验为背景的题目涉及的较多.因此,笔
者的分析重点集中在苏州市2015-2019年所考查

的60道选择题.
根据表1的分类依据,笔者对苏州市2015-

2019年这5年的中考试题中选择题考查背景以生活

经验为支撑的考题进行了统计(图1).

图1 2015-2019年苏州市中考选择题中生活经验类相关题型考查频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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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1,考题立足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从日

常生活熟悉的场景和实例来设计的考题共39题,占
比高达65%,充分体现了课标中“从生活走向物理,

从物理走向社会”的课程基本理念.其中,以家庭生

活经验为基础结合物理知识来进行命题的频数最

高,共出现23次,占生活经验相关类型考题的59%.
由此可见,苏州市近年来中考选择题主要从家庭生

活中选择适当的情景,来考查学生对基础物理概念、

物理知识的理解.
3.2 试题背景特征 与生活密切相关 体现物理课

程基本理念

根据试卷分析结果,可见苏州市中考卷的选择

题模块的考查切实符合《课标》中提及的课程基本

理念: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表1呈现

的与生活经验相关的三级主题相关问题情境的创

设,均基于学生熟悉的事物、现象以及科技前沿、时
事热点.进而考查学生对基本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的

理解和运用能力.以《课标》为命题导向的苏州市中

考考题的设置,十分贴近日常生活,为学生营造了良

好的答题环境,便于学生理解题意.选择题注重考查

学生对物理基础知识的理解并在具体生活情境中能

发现不同环境下所蕴含的物理知识,理解物理概念.
选择题中,家庭生活经验方面的考查内容主要涉及

常见物体的物理属性、温度值,生活中常见增大摩擦

力的方法、以及结合生活实例来挖掘背后隐藏的物

理知识等;学校生活经验方面的考查内容主要考查

学生通过演示实验或小组实验探究物理规律过程中

积累的经验;社会生活经验的考查主要是能源的合

理利用、防止噪音的方法以及科技带来的社会进步

等;自然环境相关的经验考查主要从四季更替中的

自然环境来考查物态变化的原理.以2019年选择题

第7题为例,通过列举轮胎的表面有槽纹;轴承内部

装有滚珠;齿轮间加入润滑油;皮带传动需将皮带张

紧4个实例来让学生判断增大接触面粗糙程度来增

大摩擦的选项.该题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考查

学生对影响摩擦力的几个因素的理解;2019年选择

题第1题,以2019年5月新华社报道的中科院纳米

所的“超级保温材料”的事件作为背景,考查了物质

的物理属性,体现了“关心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自
然环境及人类生活的影响”[3];2019年选择题第4题

以清晨枝叶上形成露珠,太阳升起后浓雾渐散,气温

升高使冰雪消融和冬天出现的白霜让学生判断哪个

是融化,以自然环境中常见的自然现象为背景来考

查学生对物态变化的理解等.这些考题都充分体现

了中考命题导向中,基于不同场景的日常生活为背

景考查学生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
时也严格遵循《课标》所要求的“从生活走向物理,

从物理走向社会”的课程基本理念.
3.3 以家庭生活经验为重点

根据图1的分析结果,选择题涉及生活经验相

关的题目是最多的.其所涉及的命题情境,如苏州中

科院研究的“保温材料”、在公路上“禁鸣喇叭”的标

识牌等内容,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学生的

生活经历与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物理学

习的深入程度也将与学生在生活中的体验紧密结

合.近年来中考题关于学生生活经验类考题的高占

比,体现了命题人对于学生生活经验与物理学习相

关联的重视程度.59% 的生活经验类题目均从蕴含

着丰富的物理知识的家庭生活场景中来创设命题

的.2018年选择题第1题以家庭中常用的筷子等为

材料背景来考查学生对杠杆的理解;2017年选择题

第1题以小区里的语音智能门禁系统为背景来考查

学生对声音特性的理解;2017年第2题以我们日常

使用的吹风机吹干头发;夏天打开冰柜的门会看到白

气等为背景来考查学生对生活中汽化现象的理解.由
此可见,丰富的家庭生活经验不论对学生自身的综合

发展,还是对其物理知识的学习,都大有裨益.

4 试题呈现方式

依据课标科学内容的经验分类,结合近5年苏

州物理中考题的选择题特征分析,笔者发现中考试

题呈现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下3类.接下来,笔者将对

这3类考题的呈现方式进行简要分析和概括.
第一类:根据生活经验即可解决问题型.
【例1】下列数据中,符合实际情况的是(  )

A.一个中学生的质量约为500g
B.苏州地区6月份的平均气温约为50℃
C.一支全新2B铅笔的长度约为20mm
D.成年人正常步行的速度约为1.4m/s
这类题型考查学生系统学习物理知识之前的经

验积累情况.如中学生质量、6月平均气温等这类经

验感受,常出现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不需要通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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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计算,或物理知识的学习,即可得到正确答案.
第二类:通过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理解并运用型.
【例2】以下生活现象中属于汽化的是(  )

A.用电吹风吹干头发

B.舞台上用干冰制造白雾

C.冬天,冰冻的衣服能晾干

D.夏天,打开冰柜门会看到冒“白气”

该题考查学生在对汽化这个物理现象充分理解

其发生过程的基础上,结合日常生活经验,从4个选

项中辨别汽化现象.学生在中学物理课程的学习过

程中,知道物质由液态变为气态的过程被称为汽化

过程,结合生活对4个选项所对应的现象有一定的

认识,才能正确判断汽化过程所对应的选项.
第三类:主要根据物理课程中学习到的规律和

公式解决问题型.
【例3】将皮球从离地某一高度O 点处水平抛

出,球落地后又弹起.它的部分运动轨迹如图2所

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图2 例3题图

A.皮球经过同一高度的A,B 两点时动能相等

B.皮球第一次反弹后到达最高点P 点时速度

为零

C.皮球在D 点时的机械能小于在C 点时的机

械能

D.若将皮球表面涂黑,则会在地面 M,N 两点

留下两个大小相等的黑色圆斑

该题要求学生在生活中有过观察皮球下落及回

弹的经验.根据动能、势能、机械能的含义及转化关

系,并在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分析皮球水平抛出

后在不同位置的运动特点.这类试题虽然对学生日

常生活经验的考查要求较低,但学生需具备一定的

相关经验,结合物理公式或概念解题.这类考题一般

出现在选择题最后,且出现频次低,通常配有相应图

像描述,在选择题部分属于较难的题型.
从苏州中考物理试题呈现方式可以看出,命题

人选择生活中的不同场景,挖掘其中蕴含的物理现

象,充分考查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综合运用物

理知识的能力,不仅符合课标的基本理念,同时又充

分考查了学生的综合素养.

5 启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

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得当代的青少年缺乏对劳动

生活的体验,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当代青少年缺乏实

践体验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的生活经验主要是从

劳动体验中获得的.一定程度的劳动体验不仅有利

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观察和

思考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等.为了改变学生缺乏日常

生活经验的现状,家长在生活中应加强学生在劳动方

面的锻炼,使他们具备相应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教

师也应在日常物理教学中充分结合生活实例,有效引

导学生将物理学习与生活体验相联系.同时,教师也

可以布置一些生活化的作业,有目的地让学生多观

察、多动手、多体验、多思考,真正让物理走向生活.
苏州市中考物理选择题中,命题人把与生活经

验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考查放在首位,命题

立足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紧密联系学生的日常

生活经验,以学生日常熟悉的事物、现象创设问题情

境.中学物理的考查着重关注学生探索生活,丰富体

验,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因此,对于学生,应该

多观察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反复思考,勤于动手,积

累更多的日常生活经验;对于教师,应在中学阶段物

理教学过程中,充分引入生活经验相关的实例,提供

给学生更多劳动体验的机会,帮助学生轻松学习物

理,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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