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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密度、压强、浮力综合应用复习为例,对课程标准的要求和重庆市近年中考物理试题进行了详细

分析,以明确中考复习目标.结合具体习题设计案例,阐述了中考物理试题的习题化深度设计的意义.通过复习习题

的深度设计,落实了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的熟悉、掌握,也渗透着物理思想,科学推理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帮助

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提高中考复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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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题是中考物理复习的重要载体,精心设计复

习习题是提升中考物理复习效率的有效方式.《普通

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明确指出“要从

培养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视角审视习题教学的目

的,应通过习题教学,使学生在科学思维、探究能力、

实践意识、科学态度等方面得到有效提升”[1].在中

考物理复习中,一方面要关注课程标准和历年全国

各省市中考物理真题,了解其考查的方式、方法和特

点;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习题和试题的功能差异,不

能将具有甄别和选拔功能的试题直接作为学生日常

的复习习题.“习题功能是完善知识建构,学会知识

应用”[2],在中考复习中注重习题深度设计,既能提

高复习效率,还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促进学生物

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1 课标与考情分析 明确复习目标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科学

内容中对密度、压强部分的要求是“通过实验,理解

密度”“通 过 实 验,理 解 压 强”“通 过 实 验 认 识 浮

力”[3].密度、压强、浮力等力学重要概念的综合应用

是考查的重点,而且考查方式多样化,综合性强,对

学生综合应用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具有较好的区分

度,是历来全国各地的中考物理试题力学部分考查

的重点.
表1 重庆市2019-2021年中考物理试题密度、压强、浮力部分分析统计表

年份 2019年A卷 2019年B卷 2020年A卷 2020年B卷 2021年A卷 2021年B卷

题号 17,20 8,17,19 12,17,19 12,17,19 13,16,20 8,13,16,19

题型
实验探究题

论述计算题

选择题

实验探究题

论述计算题

填空题

实验探究题

填空题

实验探究题

论述计算题

填空题

实验探究题

论述计算题

选择题

填空题

实验探究题

论述计算题

分值/分 17 20 19 19 18 21

占总分比/% 21.25 25 23.75 23.75 22.25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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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重庆为例,如表1所示,近3年的中考物理试

题中,涉及密度、压强、浮力部分的试题分值在20左

右,占全卷(满分80分)比例在21% ~26% 之间浮

动,占据了较大的比例,是中考重点考查的内容.此
部分内容涉及选择题、填空题、实验探究题、论述计

算题等各种题型,考查方式灵活多样,也包含着模型

建构思想、方程思想、等效替代思想,对学生综合应

用物理规律,分析、推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有

着较高的要求.在日常中考物理复习教学中,把握课

程标准的有关要求,熟悉近年考试规律,明确复习目

标,做到有的放矢,在复习中注重学生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育,提升中考复习的效率.

2 注重习题深度设计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中考物理复习教学中往往以习题作为载体逐

步展开.每一年的中考物理试题集聚了命题专家的

智慧,是中考复习不可或缺的资源.但由于试题和习

题功能的差异,在选作复习习题时还需要进行习题

化深度设计.对中考物理试题进行习题化深度设计,

既能较好地挖掘试题的内在价值,也有利于学生完

善知识的建构,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

的能力.
【例1】(2020年重庆中考物理试题)小明有一

个不吸水的工艺品,底座为质地均匀的柱形木块A,

木块上粘有合金块B.他将工艺品竖直放置在水中,

如图1(a)所示,静止时木块浸入水中的深度为h1;
按图1(b)竖直放置,静止时木块浸入水中的深度为

h2,工艺品所受浮力与图1(a)相比 (选填“变
大”“变小”或“不变”).因粘合处松开导致合金块沉

底,若不计粘合材料的影响,合金的密度为水的n
倍,当木块在水中竖直静止时浸入的深度h3 =

(用h1,h2,n表示).

图1 工艺品放置水中的示意图

分析:先画出合金块沉底后的状态图,如图2所

示.解决此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顺向思维,逐个分

析图1(a)、(b)和图2中各物理量间的关系,联立求

解出h3.二是从求解B物体密度出发,即通过图

1(a)和图2两图情境算球B的质量,通过图1(a)、
(b)两图情境计算球B的体积.最后利用物体B密度

求出h3.两种方法都利用了图1(a)、(b)工艺品均处

于漂浮状态,浮力不变,大小都等于重力,进而利用

排开水的体积相等来求出合金的体积.可以看出,正
确找出物体体积是解决本题的关键.本题答案为:不

变,h3=(1-n)h1+nh2.

图2 合金块沉底状态图

此题以浮力知识为情境,考查了物体沉浮条件、

阿基米德原理、密度公式、重力公式的知识及学生物

理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题目问题表面是求合金沉底后木块在水中竖直

静止时浸入的深度,本质上考查的是用特殊方法测

量物体B的密度,在问题设置上有创新之处,且本题

中包含着模型建构、等效替代、方程等思想在其中,

具有较好地甄别和选拔功能.然而此题直接作为复

习习题,对学生而言,思维跨度大,小问间相互割裂,

难度较高,不利于学生的知识建构.在中考复习教学

时,可以将此题改编,进行习题化深度设计,促进学

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
【习题深度设计1】为了测量金属球B的密度,

聪明的小明设计了如下实验方案.(1)将一个圆柱

形烧杯A漂浮在盛有水的长方体玻璃水槽中,如图

3(a)所示,用刻度尺测出此时水槽中水的深度为

H1;(2)将金属球B轻轻放入水槽中,如图3(b)所

示,用刻度尺测出此时水槽中水的深度为 H2;(3)

将金属球B从水槽中取出,平稳地放在烧杯A中,如
图3(c)所示,用刻度尺测出此时水槽中水的深度

为 H3.
(1)图1(b)、(c)中水槽中水的深度 H2

H3(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

(2)已知水的密度ρ水,则金属球B的密度表达

式为ρB= (用已知的物理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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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组的小红对小明的实验过程提出质疑,认
为将金属球B从水中取出时会沾水,导致测量的密度

会产生误差.你认为由于沾水导致测出的金属球B的

密度将 (选填“偏大”“偏小”或“无影响”).

图3 习题深度设计1示意图

分析:习题深度设计1与原试题不同之处在于

引导学生认真观察实验现象,逐步分析实验过程,逐
步完善知识的建构.较原试题不同的是,测量的深度

不是物体 A浸在水中的深度,而是容器中水的深

度.学生的难点在于实验误差分析.金属球取出时沾

水,水槽里的水减少,放入烧杯中,排开水的体积增

加.由于A,B整体漂浮,所以水槽中减少的水的体积

和增加的排开水的体积相等,故水槽里液面的高度不

变,即H3 不变,测出的金属球B的密度将无影响.
答案:(1)H2 <H3;

(2)ρB=mB

VB
=
(H3-H1)S容ρ水

(H2-H1)S容
=H3-H1

H2-H1
ρ水;

(3)无影响.
【习题深度设计2】同组的小红开动脑筋后,提

出了另一种测量金属球B密度的方案.(1)让烧杯A
在水槽中漂浮,如图4(a)所示,用刻度尺测出此时

烧杯A露出水面的高度为h1;(2)将金属球B用细

绳吊在烧杯A下方(忽略细绳的质量和体积),如图

4(b)所示,用刻度尺测出此时烧杯A露出水面的高

度为h2,此时水槽中水的深度为H′2;(3)将金属球B
从水槽中取出,平稳地放在烧杯A中,如图4(c)所

示,用刻度尺测出此时烧杯 A露出水面的高度为

h3,此时水槽中水的深度为 H3.

图4 习题深度设计2示意图

(1)图4(b)、(c)中水槽中水的深度 H′2
H3(选填“大于”“小于”或“等于”);

(2)已知水的密度ρ水,则金属球B的密度表达

式为ρB= (用已知的物理量表示);

(3)小红反思自己的实验过程,认为将金属球B
从水中取出时会沾水,导致测量的密度会产生误差.
你认为测出的金属球B的密度将 (选填“偏

大”“偏小”或“无影响”).
(4)小红进一步思考,如图5所示,如果已知

(a)、(b)、(c)中烧杯A浸在水中的深度,测得的金

属球B的密度表达式会不同,则ρB= (用已知

的物理量表示).

图5 习题深度设计2第(4)小问示意图

(5)爱动脑筋的小红继续思考,在此实验基础

上,还可以进一步测量液体的密度.将金属球B放在

烧杯A中,测出此时烧杯A露出水面的高度为h3
后,如图6(a)所示;再把烧杯A和金属球B放在另

一个装有某种液体的容器中,使其漂浮,如图6(b)

所示.

图6 习题深度设计2第(5)小问示意图

用刻度尺测出此时烧杯 A露出水面的高度为

h4.则未知液体的密度表达式为ρ液 = (用已

知的物理量和ρ水,hA 表示).
分析:习题深度设计2涉及的问题又较习题深

度设计1更进一步.不同的是,实验中测量的是物体

A露出水面的高度.此题不仅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实

验现象,分析实验结果的误差,而且还推广到液体密

度的测量.在分析实验误差时用到物理表达式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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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代换.由于金属球取出时沾水,放入烧杯中,排开

水的体积增加,烧杯浸在水中的深度增加,h3 变小.
对金属球B的密度表达式变形为

ρB=
h1-h3
h2-h3ρ

水 =h2-h3+h1-h2
h2-h3 =

1+h1-h2
h2-h3

由于h3 变小,所以金属球B的密度将偏小.
答案:(1)H′2=H3;

(2)ρB=
mB

VB
=
(h1-h3)SAρ水

(h2-h3)SA
=h1-h3
h2-h3ρ

水;

(3)偏小 ;

(4)ρB=
mB

VB
=
(h′3-h′1)SAρ水

(h′3-h′2)SA
=h′3-h′1
h′3-h′2ρ

水;

(5)ρ液 =hA-h3
hA-h4ρ

水 .

习题深度设计1和习题深度设计2归纳整合原

中考试题情境中有关密度、压强、浮力的综合应用,

既有测量物体A浸在水中深度的情形,也有测量容

器中水的深度的情形,还有测量物体A露出水面高

度的情形.不管是哪种测量方式,都需要引导学生画

出对应的物理情境状态图,运用密度、压强、浮力的

规律求解.对实验细节的处理需要学生进行演绎推

理,实验误差的分析这个难点也可以通过理论分析、

演示实验等多种方式来突破.在密度、压强、浮力综

合应用复习时,通过习题的深度设计,落实了基础知

识、基本方法的熟悉、掌握,也渗透着物理思想,科学

推理能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完善知识

结构,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也有着较好的

复习效果.

3 总结

在中考物理复习教学中,以课标为要求,结合中

考试题的规律,明确复习目标,通过复习习题的深度

设计,促进学生分析问题、模型建构、科学推理能力

的提升,在解决问题中真正促进学生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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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AttentiontotheDepthDesignofExercise,Improve
theReviewEfficiencyofHighSchoolEntranceExamination
———TakingtheComprehensiveApplicationofDensity,Pressure,Buoyancy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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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thecomprehensiveapplicationreviewofdensity,pressureandbuoyancyasanexample,this

papermakesadetailedanalysisoftherequirementsofthecurriculumstandardandthephysicstestquestionsof

Chongqinghighschoolentranceexaminationinrecentyears,soastoclarifythereviewobjectivesofthehigh

schoolentranceexamination.Combinedwithspecificexercisedesigncases,thispaperexpoundsthesignificanceof

theexercisedepthdesignofphysicstestquestionsinthehighschoolentranceexamination.Throughthein-depth

designofreviewexercises,wehaverealizedthefamiliarityandmasteryofbasicknowledgeandbasicmethods,

andalsopermeatedwithphysicalthoughtsandscientificreasoningability.Intheprocessofsolvingproblems,we

trytohelpstudentsimprovetheirknowledgestructure,cultivatetheirproblem-solvingability,andimprovethe

reviewefficiencyofthehighschoolentrance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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