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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高考试题的命制,引导高中物理教学关注文化自信.分析文化自信在2021年高考物理试题中呈现

方式,将中国古代文明、精神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中国文化自信元素渗透到教学活动之中,切实发挥高中物理教学

培育文化自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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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期

我国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学生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1].2020年1月,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了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其中对素质教育中高考的核

心功能概括为“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2].
我们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对2021年部分高考物理试

题进行分析,从中感悟高考对高中物理教学的导向,
坚持在教学过程中培育文化自信.

1 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中国文化自信有底气

  2021年部分高考物理真题与对应的文化自信

链接见表1.

表1 2021年部分高考物理真题与对应的文化自信链接

部分高考物理真题呈现 文化自信链接

 【例1】(2021高考物理广东卷3)唐代《耒耜经》记载了曲辕犁相对

直辕犁的优势之一是起土省力,设牛用大小相等的拉力F 通过耕索

分别拉两种犁,F与竖直方向的夹角分别为α和β,α<β,如图所示,
忽略耕索质量,耕地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耕索对曲辕犁拉力的水平分力比对直辕犁的大

 B.耕索对曲辕犁拉力的竖直分力比对直辕犁的大

 C.曲辕犁匀速前进时,耕索对犁的拉力小于犁对耕索的拉力

 D.直辕犁加速前进时,耕索对犁的拉力大于犁对耕索的拉力

 《耒耜经》是唐代陆龟蒙撰写的独一无二的专门

论述农具的经典著作,与《汜胜之书》《牛宫辞》并誉

为“农家三宝”.欧洲直到6个世纪以后才有类似

著作.
 曲辕犁设计精巧、结构完备、操作灵活、轻便省

力,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耕犁.从汉代的直辕犁到

唐代曲辕犁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其历史意

义、社会意义影响深远.
 试题配以插图生动形象,巧妙地将文化背景知识

与高中力学知识结合起来,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学生

心底自然滋生

 【例2】(2021高考物理全国甲卷2)“旋转纽扣”是一种传统游戏.
如图,先将纽扣绕几圈,使穿过纽扣的两股细绳拧在一起,然后用力

反复拉绳的两端,纽扣正转和反转会交替出现.拉动多次后,纽扣绕

其中心的转速可达50r/s,此时纽扣上距离中心1cm处的点向心加

速度大小约为(  )

 A.10m/s2 B.100m/s2 C.1000m/s2 D.10000m/s2

 “旋转纽扣”取材简单、制作方便,玩耍时双手可

以水平、倾斜或者竖直进行周期性收拉,纽扣则跟

着进行周期性的旋转,极具美感,深受儿童喜爱.
 “旋转纽扣”游戏中蕴含着丰富的物理知识,体现

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笔者认为本题只考查圆周运动

知识略显单薄,若能结合纽扣选材考查惯性知识,
结合周期性收拉考查做功及能量转化知识则文化

韵味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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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部分高考真题呈现 文化自信链接

 【例3】(2021年高考物理广东卷13)算盘是我国古老的计算工

具,中心带孔的相同算珠可在算盘的固定导杆上滑动,使用前算珠

需要归零,如图所示,水平放置的算盘中有甲、乙两颗算珠未在归零

位置,甲靠边框b,甲、乙相隔s1=3.5×10-2 m,乙与边框a相隔s2

=2.0×10-2m,算珠与导杆间的动摩擦因数μ=0.1.现用手指将甲

以0.4m/s的初速度拨出,甲、乙碰撞后甲的速度大小为0.1m/s,

方向不变,碰撞时间极短且不计,重力加速度g取10m/s2.

 (1)通过计算,判断乙算珠能否滑动到边框a;

 (2)求甲算珠从拨出到停下所需的时间.

 珠算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一,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

 明代朱载堉用珠算得出了世界顶尖发现“十二平

均律”;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也是靠算

盘计算发射成功的.本题创造性地将算盘与动力学

规律、碰撞问题结合起来,令笔者脑洞大开,为如何

将传统文化融入物理教学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

 类似的试题还有湖南卷第18题的《墨经》、广东

卷第8题的赛龙舟等,不再一一阐述

  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文明,在很长的时间

内,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着众多的文化自

信素材供我们教学选用.例如在天文学方面,日全食

世界上最早记载于《竹书纪年》,东汉科学家张衡在

世界上最早揭示了月食的成因并发明了“浑天仪”,

世界上最早准确测量子午线长度的人是唐代僧一

行;在建筑学方面,中国有世界闻名的长城、故宫、赵

州桥、悬空寺;在水利方面,中国有灵渠、都江堰、京

杭大运河;还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

针、活字印刷术和火药)、陶瓷等等;没有哪个国家能

像中国这么有底蕴,所以说中国文化自信是有底

气的.

2 爱国向上的精神文化 中国文化自信有骨气

  表2为2021年部分高考物理真题与文化自信

链接.
表2 2021年部分高考物理真题与文化自信链接

部分高考物理真题呈现 文化自信链接

 【例4】(2021年高考物理广东卷9)长征途中,为了突破敌方关

隘,战士爬上陡销的山头,居高临下向敌方工事内投掷手榴弹,战士

在同一位置先后投出甲、乙两颗质量均为m 的手榴弹,手榴弹从投

出的位置到落地点的高度差为h,在空中的运动可视为平抛运动,轨

迹如图所示,重力加速度为g,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甲在空中的运动时间比乙的长

 B.两手榴弹在落地前瞬间,重力的功率相等

 C.从投出到落地,每颗手榴弹的重力势能减少

 D.从投出到落地,每颗手榴弹的机械能变化量为

 长征历时两年,经过14个省,行程约二万五千

里,所形成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

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的最高体现.

 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坚持独立自主、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团结爱国的精神也是

物理核心素养中科学探究和科学态度与责任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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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长期的盲目自满、闭关锁国,中国渐渐落后

于世界,在初高中物理课本中,同学们耳熟能详的物

理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焦耳、安培、法拉第、麦克斯

韦、爱因斯坦等等都是外国人,中国人很少被提及.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的近现代史充满屈辱,正是这段

屈辱史展现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铸
就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迎难而上的脊梁.谱写出了

“五四精神”“长征精神”“石油精神”“红旗渠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等等壮丽篇章,可以说中国文化自

信是有骨气的.

3 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中国文化自信很牛气

  表3为2021年部分高考物理真题与文化自信

链接

表3 2021年部分高考物理真题与文化自信链接

部分高考物理真题呈现 文化自信链接

 【例5】(2021年高考物理全国甲卷5)2021年2月,执行我国火星探测

任务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在成功实施三次近火制动后,进入运行周期约为

1.8×105s的椭圆形停泊轨道,轨道与火星表面的最近距离约为2.8×105

m.已知火星半径约为3.4×106 m,火星表面处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大小约

为3.7m/s2,则“天问一号”的停泊轨道与火星表面的最远距离约为(  )

 A.6×105m B.6×106m C.6×107m D.6×108m

 【例6】(2021年高考物理湖南卷3)“复兴号”动车组用多节车厢提供动

力,从而达到提速的目的.总质量为m 的动车组在平直的轨道上行驶.该动

车组有4节动力车厢,每节车厢发动机的额定功率均为P,若动车组所受的

阻力与其速率成正比(F阻 =kv,k为常量),动车组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为

vm.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动车组在匀加速启动过程中,牵引力恒定不变

 B.若4节动力车厢输出功率均为额定值,则动车组从静止开始做匀加速

运动

 C.若4节动力车厢输出的总功率为2.25P,则动车组匀速行驶的速度为

3
4vm

 D.若4节动力车厢输出功率均为额定值,动车组从静止启动,经过时间t

达到最大速度vm,则这一过程中该动车组克服阻力做的功为1
2mv2m-Pt

 类似的试题还有河北卷第4题和浙江卷

第4题提到的“祝融号”“天问一号”、湖南卷

第7题和广东卷第2题提到的“天和号”核

心舱等,这些试题均以国家航空航天事业、

重大科技成果、重大建设项目等为背景知

识,考查高中学生基本的物理观念和科学思

维能力,引导学生拓展学科视野,关注国家

科技进展,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仅仅从命名上就可以感到中国文化韵味

十足.“天问”源于屈原长诗《天问》,表达了

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

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寓意探

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

境;“祝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的火神,

寓意点燃我国星际探测的火种,指引人类对

浩瀚星空、宇宙未知的连续探索和自我超

越;“天和号”取自天枢与太和,寓意天地人

和;“复兴”则寄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国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

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牛气十足.在航空航天领域,
从“神舟”到“嫦娥”,再到“天宫”“天问”“北斗导航”
等等,为我们进行圆周运动和万有引力与航天部分

教学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的建桥技术世界一

流,丹昆特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苏通

大桥等等,在进行运动学和静力学部分教学时可以

大量引用;在电磁场和电磁波部分教学时可以介绍

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华为5G;在变压器

和远距离输电部分教学时可以介绍中国的特高压

交、直流输电工程;国产航母“山东舰”、深潜器“奋斗

者号”、造岛神器“天鲲号”、大飞机“C919”等均可成

为我们平时课堂教学和命题的素材,可以极大地调

动物理学习的热情,对国家的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油然而生.

4 教学启示:基于文化自信的教学活动设计

  表4是以力的合成与分解为例所做的教学活动

设计.
在高中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文

化自信元素渗透到物理课堂中去,通过精心设计,让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感悟文化自信、发展文化自信,从
而培养出更多的具有家国情怀和民族脊梁的世界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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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教学活动设计

文化自信背景 教学情境创设 文化自信目标落实

1.青铜文化:

司母戊大方鼎

西周凤鸟纹爵

 司母戊大方鼎高重875kg,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

掘到的最大的青铜器.
 (1)估算每只脚承受的压力?

 (2)因对外开放展览需要搬迁,将此鼎用泡沫木

箱保护好,泡沫木箱重约14kg,估算需要多少个同

学才能将其抬起?

 (3)若借助吊车用3根绳子将其吊起,每根绳子

与竖直方向的夹角均为30°,求每根承受的拉力?

 类比分析:将司母戊大方鼎换成西周凤鸟纹爵

 (1)中国有着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

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体会一言九鼎、三足

鼎立、大名鼎鼎等成语,渗透文化自信.
 (2)知道中国计量单位公斤与千克之间的换算

关系,认识到国际交流统一标准的重要性.
 (3)估算需要多少个同学才能将其抬起,切实

感受司母戊大方鼎的伟大,再到用吊车吊起,效
果相同,感受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
 (4)从四足竖直支撑到3绳斜拉,再到三足斜

支撑,形状变化,但在处理物理问题时,思维方法

不变,体会变化与统一规律,有利于培养学生正

确的物理观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2.传统游戏:

拔河

 课前准备:拔河绳若干

 (1)思考拔河前为什么要把绳子拉直,所有队员

站在同一条直线上.
 (2)创意拔河比赛:

 ①让一位强壮男生穿着溜冰鞋和一位女生拔河;

思考拔河比赛获胜的根本原因.
 ②两位强壮男生分别握紧绳子两端用尽全力将

绳子拉直,然后一个女生用一根手指拉绳子中间;

观察女生能不能将绳子拉弯,思考为什么?

 ③将绳子分成3股,3队学生进行拔河比赛.改变

不同角度,看哪队获胜,思考总结其规律

 (1)拔河属于我国的传统运动项目,始于春秋

战国时期.拔河比赛中蕴含着丰富的物理知识,

让学生在游戏中感悟文化自信.
 (2)学生在游戏中主动去学习、思考、感悟进而

理解力的合成与分解规律,学生成为自己知识的

构建者,这也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要求

3.寓言:
“1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3个和尚没水喝”

 课前准备:扁担、水桶、绳子若干

 (1)让学生亲身体验挑水、抬水过程,感受古人生

活不易;

 (2)改变水量的多少和桶绳的长短,先定性分析

再定量计算肩膀、扁担和桶绳的受力情况;

 (3)如何解决3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谈谈您的

想法.
 ①制定规章制度、科学分工;

 ②开拓思维、创新设计.

 (1)扁担是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之一,尤
其在山区交通不便的地方,依旧是搬运货物的便

捷有效的工具,并形成了自力更生、勇担责任、艰
苦奋斗的扁担精神.通过活动设计,发展 文 化

自信.
 (2)从古代的用水不易联想到“西部水窖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引导学生树立节水环保意识,

关注国 家 发 展 大 计,培 养 学 生 的 科 学 态 度 与

责任.
 (3)改变水量和绳长,用到控制变量的思想方

法,这也是科学探究常用的方法.
 (4)在解决3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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