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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高考改革对先行高考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变化,不分文理科,在全国统一考试基础

上,注重学生兴趣和高校选拔人才的要求,向学生和高等院校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权.新高考启动以来,在短短6年内

不断总结经验、探索与完善,前后试行了“3+3”和“3+1+2”两种选考模式,在不同的选考模式下,高中物理学科在

多个选考科目中呈现出一定的优势.通过分析新高考相关文献资料,探讨两种选考模式下的高中物理学科地位,为

新高考下的高中物理教学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从而让高中物理教学更好地适应新高考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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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的全

面启动.此轮高考改革采取试点进行、逐步推广、全

面覆盖的实施策略,以上海和浙江作为第一轮试点

省市分阶段进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轮高考不分文

理科,语数外为必考科目,其余科目为选考科目,学

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高校报考要求自主选择[1].从

2014年启动至今,新高考共启动了4个批次,先后试

行了“3+3”和“3+1+2”两种选考模式.分析两种

模式下的选考科目,尤其是物理科目在新高考中的

地位和作用,对高中物理教学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1 “3+3”模式下的物理学科分析

新高考第一批试点省市采取“3+3”模式,即

“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是必考科目,实行国家

统一考试制度,其余“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等科目为选考科目,学生自主选择任意3

门科目参加学业水平考试[2],成绩计入高考总分.从

采取“3+3”模式的省市考试科目设置情况来看,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分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两种类

型,设“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

科目为等级性考试,并要求此6门科目为选考科目.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有20种选择,即20种科目组合

方式[3],如图1所示.

图1 “3+3”选考科目组合图

图中六边形每3个顶点相连而形成的三角形均

代表一种选课组合方式.在此轮高考改革中,高校也

有一定的选择权,即考试之前各招生院校公布选考

科目要求,如必选物理、化学等.

1.1 专业覆盖面分析

2018年教育部下发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

选考科目要求指引》给出了13个学科门类下的93
类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其允许高校针对同一个专业

制定3门及以下的选考科目要求.其中,将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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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都提出选考科目要求.从单个科目的提及情

况来看,提及最多的是物理,93个专业类别中共有

60个专业被提及[4],各科目提及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3+3”选考科目提及情况统计图

从图2可知,6个选考科目中,物理学科排在首

位,占相对优势,选考物理的学生有最多的专业选择

范围.

1.2 涉及学科类别分析

从选考物理的学科类别来看,13个学科类别均

覆盖,其中理学中的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学类、大

气科学类等5个专业类别要求必须选物理;工学中

的力学类、机械类、电子信息类等13个专业类别也

要求必选物理;管理学中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也要求必须选考物理.从学科门类的覆盖面可知,物

理科目涉及了所有学科类别,尤其是理工科等国民

经济支柱性学科类别更加倾向于要求必选物理.这

说明,考生想要选择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理工,甚至

管理学等重点学科领域的专业,选考物理是必要的.

1.3 高校选课要求分析

分析各高校选考科目要求可知,全国重点高校

也非常重视物理学科,如北京大学选考科目要求指

出,信息技术、建筑工程、航空航天、电子技术等重要

专业领域均要求必须选考物理[5];浙江大学选考科

目要求指出:信息技术类、建筑与土木、电气工程、海

洋技术等理工科专业都要求必须选考物理[6];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在选考要求中指出:信息

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医学、工程类专业都要求必须

选考物理[7].
综上所述,新高考“3+3”选考模式下,高等院

校在制定选考科目要求时,物理学科成了热门.无论

是从可选专业覆盖面、学科类别还是可选高校层次

来看,物理学科是新高考选考科目中的亮点,很多专

业,尤其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水平理

工类专业更加倾向于制定物理为必选科目.这说明,

选考物理的高中生在填报志愿时,从高校层次、学科

范围以及专业覆盖面等方面,选择面更广,选择范围

更大,均占一定的优势.

2 “3+1+2”模式下的物理学科分析

新一轮高考改革试行了两批之后,2019年,河

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省市

启动了第三批试点.与前两批不同的是,此批试点省

市采取了“3+1+2”模式.其中,“3”是指全国统考

科目,即语文、数学和外语,同样是必考科目,“1”为

首选科目,即考生须在物理、历史两门科目中选择一

门,“2”是指其余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4个科

目中选择两门科目[8].在此模式下,学生有12种不

同的选考科目组合,如图3所示,多边形顶点相连而

成的每一个三角形都代表一种选课组合形式.

图3 “3+1+2”选考科目组合图

2.1 专业覆盖面分析

按照12种不同的选课组合形式,对不同组合下

的可选专业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一定选考信息,

如图4所示[9].从图4可知,首选科目为物理的学生

可报专业比例均在97% 以上,高达99.4%,而首选

科目为历史的学生可报专业比例均低于90%,低至

52.9%.其中可选专业范围最广的组合是物理、化

学、地理,最少的则是历史、政治、地理这一组合.这

说明,在“3+1+2”选考模式下,物理学科还是占了

上风,考生有更广的专业选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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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选考组合可报专业覆盖面统计图

2.2 学科覆盖面分析

从要求选考物理的专业所属学科类别来看,13
个学科类别均覆盖.其中工学下的94.86% 的专业

要求必选物理,理学下的84.57% 的专业要求必选

物 理,而医学下要求必选物理的专业比例达 到

62.42%.除此之外,文学、哲学、美术里面的个别专

业也要求考生必须选考物理.说明在“3+1+2”选

考模式下,选考物理的学生在学科选择上也有一定

的优势,理学、工学、医学等重点学科领域选择面

更广.

2.3 高校选课要求分析

从不同高校的选课要求分析,在规定选考科目

要求的高校中47.5% 的高校的专业要求涉及到仅

选物理.其中重点大学也非常重视物理学科,如北京

大学所列专业中28.8% 的专业要求首选科目必须

是物理,选物理的学生可以选择所有的专业;南京

大学所列专业中47.7% 的专业要求首选科目必须

是物理,选物理的学生可以选86.3% 的专业;大连

理工大学所列专业中82.2% 的专业要求必选物理,

选物理的学生能够选择93.3% 的专业.河北大学的

选考要求中,43.3% 的专业要求选考物理,选考物

理的学生可以选择95.5% 的专业[10].

综上所述,在“3+1+2”选考模式下,无论是从

可报考专业比例、学科覆盖面还是高校选择范围和

层次来看,选考物理的学生同样占优势,在填报高考

志愿时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余地.

3 两种模式下的物理学科地位分析

上文中,已对“3+3”和“3+1+2”两种模式下

的新高考选考情况进行了分析,无论是6选1的“3+

3”模式还是2选1的“3+1+2”模式,新高考体现出

对物理学科的重视,众多高校,尤其是理工类院校的

绝大部分专业都要求选考物理.这充分体现了高中

物理学科的重要性,在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中物理

学科占了绝对优先的位置.这给高中物理教学提供

了一定的指导.新高考背景下,物理学科呈现出更佳

的优势,给学生提供好了更多的高校、学科和专业选

择面.因此,高中物理教学要紧跟新高考步伐,加强

教育教学力度,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为考生提供更

好的选择基础.

4 结束语

新一轮高考改革启动至今,在试行过程中不断

进行调整和完善,无论是“3+3”选考模式还是“3+

1+2”选考模式,物理学科占了一定的优势,在选考

科目中的地位相对较高.这给选考物理的学生更多

更好的选择余地,同时,给高中物理教学带来了一定

的机遇与挑战.在此情境下,进一步优化和调整高中

物理教学目标站位,提高教学质量,让更多的考生选

择物理并从此实现大学梦想显得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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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考答案不一样的正确答案
——— 由非独立变量引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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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1年上海青浦区的物理二模卷最后一题的最后一问,有学生给出了和参考答案看上去很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答案.进一步的计算可以证明两个答案都是正确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题目中给出的物理量不

是独立变量.这也给物理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命题和阅卷过程中,应注意这一问题.在注重物理核心素养培养

的今天,当学生提出质疑,应认真对待,注意保护学生的质疑精神.

关键词:电磁感应  独立变量  命题  质疑

1 是我做错了吗

有个学生告诉我他做了今年的青浦物理二模卷

最后一题的最后一小题,用了自己的方法,得到了一

个跟参考答案完全不一样的解,他自己找不出问题

在哪里,希望我帮他看一看.我看了他的解法,是利

用牛顿第二定律,积分求解的.他提供的计算过程有

些错误的地方,我帮他修正后得到的解依然是不同

于参考答案的.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所以和大家分

享一下.
【题目】如图1(a)所示,在竖直平面内平行放置

了两根完全相同的金属导轨,间距为L=0.2m.其

中a1b1 段和a2b2 段是竖直放置的足够长的光滑直

轨道;b1c1 和b2c2 段是半径为R=0.25m的光滑圆

弧轨道,圆心角为127°,圆心O1 和O2 与b1 和b2 在

同一高度;c1d1 和c2d2 段是粗糙的倾斜直轨道,与

水平面成37°角放置,轨道长度足够长.图1(b)是其

正面视图.a1a2 之间连接一阻值为R0=0.5Ω的电

阻.现有一质量为m=0.1kg,电阻为r=0.5Ω的金

属棒通过两端的小环套在两根轨道上,棒与轨道的

c1d1 和c2d2 段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μ=0.25.棒从

倾斜轨道上距离c1c2 为s=2m处由静止释放,在棒

到达b1b2 瞬间,在竖直轨道区域内出现水平向右的

匀强磁场,磁感应强度为B=0.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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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中棒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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