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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评价体系是命题工作的实践指南,是考试评价的一把量尺.如何命制符合高考评价体系要求的物

理试题,是物理教师面临的新挑战.文章从如何选题、编题、磨题3个环节结合实例进行阐述,旨在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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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是制定学科命题标准的重要

依据,对命题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广大教师对高

考评价体系研究还不够透彻,比如日常命题中,多数

教师还是根据以往命题经验和个人喜好拼凑试卷,

较为轻率随意.经验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命题者

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思路,也可以限制命题者的思维,

甚至导致命题者陷入思维定式[1].此外,大部分教师

更多的是关注核心考点的呈现,不少教师在命题时

喜欢找新题、偏题,甚至是难题,整份考卷容易题占

比偏少,得分率低,学生的自信心深受打击,久而久

之容易产生放弃学习物理的念头.
那么,我们应如何命制契合高考评价体系的物

理试题呢? 下面结合命题实例进行剖析.

1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精心选题

  选题是在教育测量学理论指导下根据考试性

质、目的和内容要求来选择命题素材的过程[2].选题

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大工程”,题海

茫茫,并非所有题目都适合我们,要做到慧眼识珠,

选题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1 基础性

“重基础、重生活、重应用”是高考物理试题的特

点.表1是近5年高考全国卷Ⅰ物理试题易、中、难
分值占比情况.

表1 近5年全国Ⅰ卷物理试题易、中、难分值占比情况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容易题/分 24 24 26 19 32

中档题/分 58 60 48 68 52

难题/分 28 26 36 23 26
容易中档题

所占比例/%
74.5 76.4 67.3 79.1 76.4

  从表1可看出,中、低档试题占比60%以上(难
度系数小于0.3为难题,0.3~0.7为中档题,大于

0.7为容易题),可见,得基础者得天下.因此,选题

要立足基础,通过考查方式的创新,突出考试内容的

基础性.
1.2 公平性

公平公正原则是命题的底线.笔者认为来自教

材的命题素材,学生最熟悉,最为公平,所以试题可

以由教材的插图、例题、课后习题等编制而来,编制

的新题起点虽高,只要设问不超越高考评价体系的

要求,落点可以很低,更能体现公平性.
【例1】有一种烟雾探测器,探测腔内放置放射

性元素镅241
95Am,其半衰期为432年.镅发出的射线

会使空气电离,产生电流.当烟雾进入探测腔内时,

烟雾中的颗粒会吸收部分射线,促使电流减小,进而

触发报警.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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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镅发生β衰变

B.镅释放出的射线是α射线

C.0.1mg的镅经864年将衰变完

D.火灾发生时,镅的半衰期不变

命题意图:物理学科的试题难度往往大于课本

内容,导致教与学容易脱离教材.例1是根据鲁科版

教材3 5P58的“信息窗”自编而来,是学生熟悉的

内容,其设计新颖独到,所以学生又略感陌生,这种

“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正是公平性的体现.

1.3 典型性

物理模型的灵动,在于其基础而经典,因为经

典,便于拓展迁移.经典的物理模型,能以小见大,由

表及里,触及本质,充分体现思维的穿透力.
【例2】如图1,在足够长逆时针匀速转动的倾斜

传送带顶端轻放一小物块,则物块的v t图像可能

是(  )

图1 例2题图

命题意图:本题是典型的传送带模型,答案为选

项B,C.因为经典,容易讲评拓展,可把物块的几种

运动情况进行概括分析,一题多变,达到以点带面的

目的.若μ<tanθ,则选项B正确;若μ>tanθ,则选

项C正确;若μ<tanθ,且传送带改为顺时针,则选

项A正确;若把“可能”改为“不可能”,则选项 D
正确.

1.4 时代性

高考评价体系的核心理念是无情境不教学,无

情境不命题.通过设置真实的问题情境,考查学生灵

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允许学生从

多角度作答,使“死记硬背”“机械刷题”“题海战术”

的收益大大降低,引导学生的关注点从“解题”向“解

决问题”、从“做题”向“做人做事”转变[3].
用知识解决问题,正是命题的目的所在.命题应

关注社会热点,结合我国的技术前沿问题,如载人深

潜技术、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系统等,巧创富有时代

气息的情境试题,进一步弘扬立德树人的时代精神.

2 年年岁岁题相似 岁岁年年意不同 巧妙编题

2.1 改编

改编是对选定的试题重新整合和优化而成为新

题的过程.改编试题主要方法有:

(1)变换题中物理量参数;

(2)变换设问;

(3)变换各要素的顺序和位置;

(4)变换题型;

(5)变换试题情境等.
试题改编得好,往往能推陈出新,达到意想不到

的效果.我们以例3和例4为实例,谈谈改编建议.
【例3】关于近代物理的叙述,正确的有(  )

A.1895年,法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

B.1896年,贝可勒尔根据α粒子的散射实验提

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

C.1905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为解释光电效应

的实验规律提出了光子说

D.1919年,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用α粒子轰

击氮核,发现了质子

改编建议:本题是原子物理学史问题.原题信息

量大,有点考历史的味道.物理更注重哪位科学家发

现了什么,而不是具体年份或是哪个国籍.建议年份

去掉,并把物理学家对应的国籍改为正确的.
【例4】如图2,两平行金属板间有正交的匀强磁

场和匀强电场,一重力不计的带电粒子从左侧以某

一速度沿两板间中心线O1O2 入射,恰好做直线运

动.已知两板间电压为U,板间距为d,板长为L,磁

感应强度为B.
(1)求粒子入射速度大小v;

(2)若只将电场撤去,粒子恰好从极板右边缘射

出,求粒子比荷q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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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例4题图

改编建议:命题者改编试题时经常随意将已知

量与未知量对调位置,殊不知,有些试题是不适合

的,本题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建议把不容易测量的比

荷q
m

变为已知量,而将容易测量的d,L或U 变为未

知量.建议尝试用其他方法改题,如把“只将电场撤

去”改为“只将磁场撤去”或改为数字运算等.
2.2 自编

新题往往情境素材较新,设问独到,其难度远大

于改编,对命题者的命题技巧要求较高.为了体现对

考生能力素养的考查,全国卷偶尔会出现计算题不

分步、不配图、不设置物理量符号的情形.自编试题

要根据学生的薄弱点,纠正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在习

惯上也被称作思维上的“惯性”,它能够影响后续活

动的趋势[4].
【例5】图3中的实线和虚线分别是t=0和t1=

0.2s时某简谐横波沿x轴正方向传播的波形图.
(1)求波的最大周期;
(2)若T<t1<2T,求波速.

图3 例题5题图

命题意图:平时出现较多的平移四分之一波长

的情形,为避免思维定势,防止学生死记硬背,本题

虚线是向右平移1
3

波长的波形,这种易错题对学生

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3 吟安一个字 捻断数根须 反复磨题

  磨题就是对刚编制完的试题进行反复斟酌和推

敲的过程.主要推敲试题文字叙述是否有歧义,是否

超纲,难度是否合适,符合不符合实际,有没有科学

性错误等等.
3.1 文字叙述问题

命题语言遵循简约原则,题干的陈述应经过反

复推敲,尽可能采用物理术语,简洁流畅,设问无歧

义,符合学生的能力水平和认知特点.试题一般先描

述装置,再表述已知量,最后是设置问题,但有时不

注意往往混在一起,重复表述,造成文字量太大.因
此,很有必要对试题文字进行打磨,使之更精简.如
试题句首“如图所示”,可改为“如图”;选择题末句

“以下叙述正确的是”,可改为“则”等.
3.2 覆盖面问题

双向细目表是考试命题的规划表.命题时要精

准把控试卷覆盖面问题,需制定双向细目表.根据此

表可直观明了地呈现核心考点是否基本覆盖;关键

能力(理解、推理论证、实验探究、模型建构和创新能

力)在哪些题考查;核心素养要素(物理观念、科学思

维、实验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在哪里体现;试题难

度属于学业质量标准的哪个等级;是否有体现五育

并举的情境题;物理思想方法(如等效思想、极限思

想、整体隔离法、正交分解法、图像法等)是否涉及;

各种典型的物理模型(如弹簧模型、板块模型、斜面

模型等)是否考查;计算题是否数字与字母运算结

合等.
3.3 可行性问题

试题的可行性问题是指试题是不是切合实际,

是不是科学可信,在学术上是不是有争议,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试题命制时必须反复斟酌,进行多

轮、多人的审题、磨题,避免问题试题的出现.例6展

示一道有瑕疵的试题.
【例6】如图4,理想变压器原线圈两端电压u=

50sin100πt(V),灯L“10V,20W”正常发光,电表

均为理想电表,则(  )

图4 例6题图

A.电压表的示数为252V

B.原、副线圈匝数比为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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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交流电频率为100Hz
D.电流表的示数为2A
问题剖析:本题答案为选项 A,B,D.理论上答

案没问题,但题目设计有瑕疵,不符合实际.选项A
电压表示数不应带根号,建议改为35.4V;选项B
匝数比应该是整数比,建议改为5∶1,并作为错误

选项.
3.4 规范性问题

试题要求必须科学规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有助于学生调适心理状态,发挥最佳水平.文字叙述

应简洁、准确;设问方式应标准、规范;答题量和思维

量应恰当,各模块赋分比例应合理;各种标记(如符

号、角度、脚标、图标、选项、题头、页尾标注等)要合

乎常规;字母的正斜体使用要得当,标点要正确,插
图要美观、清晰,布局要和谐,答案要准确,试题编号

要顺序编排,题目不跨页等.

4 结束语

  高考评价体系是深化新高考综合改革的实践指

南,是考试命题的风向标.实践和研究试卷的命制,

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只要我们立足课堂,

善于总结反思,勤于实践,就能准确把握试卷命制的

精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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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核心素养.此实验作为居家实验有以下几个优点:

(1)效果明显,可见度高.
(2)实验仪器易获得,且组装容易.
(3)操作方便、简捷.
(4)造价低,使用价值高.
学生可以在家里简易高效地从听觉、图像以及

数据来感受声波的干涉现象,这不仅可以激发学生

探究声波干涉原理的兴趣,而且还能定性、定量地探

究实验中声波加强点与干涉声波的波长之间的关

系.鉴于以上优点,加之波长较小,总长的距离只需

大于20cm就可以有明显的现象,可以做成竖直平

面内的教具用于课堂上的展示来辅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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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AcousticInterferenceHome
ExperimentBasedonPhyphoxSoftware

LiuYang LiDe′an
(SchoolofPhysicsandTelecommunicaionEngineering,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informationtechnology,theemergenceofsmartphoneshasmade

homeexperimentsareality.Thephenomenonofacousticinterferenceexperimentsbasedonsmartphonephyphox

softwareisobvious,andthevisualexperimentalresultshelpstudentsbetterunderstandwaveinterference.Thisex-

perimentalinstrumentissimpleandeasytooperate,whichisconducivetocultivatingstudents′independentinquiry

ability.

Keywords:phyphoxsoftware;acousticinterference;home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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