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评价体系下的高考物理试卷分析

——— 以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卷为例

李红伟

(广州市第五中学  广东 广州  510240)

(收稿日期:2022 06 21)

摘 要:依据“一核、四层、四翼”的高考评价体系构建物理试题分析框架,以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题

为研究对象进行评析.试题以核心素养为测试目的,紧扣“四层”命题理念;以真实情境为测试载体,彰显学科育人

价值;以实际问题为测试任务,突出信息获取能力考查.今后高考物理试题的命制将注重基础,强化主干,考查学科

关键能力;关注科技前沿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突显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强化科学思维能

力的培养.

关键词:物理试卷;高考评价体系;学科核心素养;试题评析

1 基于高考评价体系构建的高考物理试题分析框架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是新高考内容改革的理

论支撑和实践指南.在高考评价体系中,“四层”细

化到物理学科具体是指:物理学科核心价值包括学

科社会价值、学科本质价值和学科育人价值3个方

面,弘扬爱国主义情怀是物理学科的社会价值,认识

物理学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贡献是物理学科的

本质价值,提高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及将科学服务于

人类的意识是物理学科的育人价值;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主要包括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

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物理学科关键能力包括理解

能力、信息获取能力、模型建构能力、推理论证能力、

实验探究能力、创新能力等;物理学科必备知识包括

力学、电磁学、热学、光学、原子物理5个方面,主要

包括牛顿运动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动量守恒定律、

电场与电路、电磁感应、热力学定律、光的本质、原子

结构与原子核等.
基于高考评价体系的要求,物理试题的命制要

求准确把握素养、情境、问题、知识及能力等要素关

系,以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创设真实的试题情

境,渗透核心价值的育人功能,以实际问题为考查内

容,重视必备知识,突出对关键能力的考查.图1是

基于高考评价体系下构建的高考物理试题分析框架.

图1 基于高考评价体系下构建的高考物理试题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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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卷分析

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题,体现了高考

命题评价体系的要求,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与教学实

际;强调基础,突出主干,突出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

考查;对比2021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题,其在

难度、区分度方面都有所提升,能较好地发挥物理学

科在高考中的选拔功能,有利于正确引导中学物理

教学.具体分析如下.

2.1 试卷结构分析

试卷总分100分,考试时间75min,题型包含单

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填空题、实验题和计算题5

种类型,详细试卷结构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卷结构分析

题号 1~7 8~10 11~12 13~14
15~16(选考)

(1) (2)

题型 单选题 多选题 实验题 计算题 填空题 计算题

分值/分 4×7=28 3×6=18 7+9=16 11+15=26 6 6

2.2 试卷内容分析

从试题情境、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

心价值、四翼等方面,对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

理试卷内容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卷内容分析

题号
题

型

分值/
分

情境
四层

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 学科素养 核心价值
四翼

1

2

3

4

5

6

7

单

选

题

4
 制 作 豆 腐 的

石磨
 共点力平衡 模型建构

物理观念、
科学态度

与责任

社会价值 基础性

4
 “祝 融 号”火

星 车 冬 季 “休
眠”

 万 有 引 力 定

律应用
科学推理

科学思维、
科学态度

与责任

社会价值 基础性

4
 滑 雪 运 动 员

沿斜坡滑下

 牛 顿 第 二 定

律、平抛运动

模型建构、
科学推理

科学思维 育人价值 应用性

4
 旋 转 磁 极 式

发电机
 交变电流 理解能力 物理观念 本质价值 应用性

4  氢原子跃迁
 氢 原 子 能 级

跃迁

信息加工、
科学论证

科学思维 本质价值 基础性

4
 玩 具 弹 射 击

积木

 运 动 合 成 与

分解
模型建构 科学思维 育人价值 应用性

4
 质 子 在 磁 场

中运动

 带 电 粒 子 在

磁场中运动

模型建构、
空间想象

科学思维 本质价值 综合性

8

9

10

多

选

题

6  磁控管
 带 电 粒 子 在

复合场中运动
理解能力 物理观念 本质价值 应用性

6
 无 人 驾 驶

小车

 功和功率、功
能关系

科学推理

科学思维、
科学态度

与责任

社会价值 应用性

6
 恒 定 电 流 的

长直导线磁场

 通 电 直 导 线

周围磁场、电磁

感应

空间想象、
科学推理

科学思维 本质价值 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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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题号
题

型

分值/
分

情境
四层

必备知识 关键能力 学科素养 核心价值
四翼

11

12

实

验

题

7
 测 量 小 球 机

械能损失

 螺 旋 测 微 器

读数、光电门

实验探究、
推理论证

科学探究、
科学思维

本质价值 综合性

9
 测 量 导 电 绳

电 阻 与 绳 长 间

的关系

 电路知识、电
学实验原理

实验探究、
推理论证、
创新能力

科学探究、
科学思维

本质价值
综合性、
创新性

13

14

计

算

题

11
 自 动 雨 伞 开

伞过程

 牛 顿 运 动 定

律、动 量 守 恒、
动能定理等

模型建构、
科学推理

科学思维 育人价值 综合性

15
 密 立 根 油 滴

实验

 匀强电场、受
力平衡条件、动
量守恒等

信息加工、
模型建构、
推理论证

科学探究、
科学思维、
科学态度

与责任

本质价值
综合性、
创新性

15(1) 填空题 6  空调工作  热力学定律 理解能力 物理观念 育人价值 基础性

15(2) 计算题 6
 测 量 水 深 简

易装置

 压强、玻意耳

定律
科学推理 科学思维 育人价值 应用性

16(1) 填空题 6  绳波传播  机械波 理解能力 物理观念 本质价值 基础性

16(2) 计算题 6
 全 反 射 演 示

实验
 全反射 科学推理 科学思维 本质价值 基础性

3 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卷特点

3.1 以核心素养为测试目的 紧扣“四层”命题

理念

试题注重学科必备知识的系统考查,突出力与

运动、功与能、冲量与动量、场和路、电磁感应等核心

内容的考核,重视物理情境化试题的命制,理论联系

实际,注重物理与科学技术、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

联系,注重物理知识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广泛

应用.

试卷在“素养导向、能力为重”方面作了很大的

努力,突出对理解能力、推理论证能力、模型建构能

力、实验探究能力、创新能力等关键能力的考查;重

视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物理知识和科学方法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以体现考生思维广度、深度及灵活度.

试题命制在总体上遵循“难易结合,从易到难”的原

则,选择题部分总体难度不大,目的是让考生在主观

题部分有充分时间展示他们的各种学科能力,这有

助于推动物理教学中对“物理观念”学科素养的重

视.两道实验题,都对实验进行了比较完整描述,加

强了对学生在实验中动手能力的考查,凸现了对学

生的实验创新设计能力、获取数据与处理数据能力、

误差分析能力、改进实验能力的考查,这有助于推动

物理教学中对“科学探究”学科素养的重视.计算题

借助真实情境载体,重视分析过程及物理思维方法

和数理方法的表述,强化符号运算,考查了考生模型

建构,推理论证等方面能力,这有助于推动物理教学

中对“科学思维”学科素养的重视.

试题情境素材丰富多样,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植

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密切

物理与生产、生活、社会的联系,引导学生能够在知

识积累、能力提升和素质养成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正

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世界观和方法论、道德品

质和综合素质.

3.2 以真实情境为测试载体 彰显学科育人价值

(1)以科技发展新成就为情境,落实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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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试题在情境的设计中,注意结合当代重大科技

成果,展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在考查学生物

理核心素养的同时,突出物理学科的创新性与科学

性的功能,发挥对物理教学的积极导向作用.如第2

题以我国首辆火星车“祝融号”为试题背景,考查万

有引力定律的应用,引导学生关心国内外科技发展

的新成就,关注人类对浩瀚星空、宇宙未知的持续探

索,拓展学生的科学视野,提高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培养学生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2)以生产生活实际为情境,凸显学以致用,加

强对体育和劳动精神的引导.

试题较好地贯彻“五育”方针,发挥物理学科特

点,设计与体育运动和生产劳动相联系的实际情境,

培养学生热爱体育和劳动,引导学生增强体育健康

意识、树立劳动观念.如第1题结合生产劳动情境,

考查共点力平衡知识,考查学生运用物理概念、物理

规律解决生产劳动中的相关问题,引导学生积极参

加劳动实践,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培育积极的劳动

精神.

(3)以学习探索问题为情境,发挥学科特点,加

强对审美观念的考查.

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学科教学

的一项重要要求.物理试题命制者充分发挥物理学

科特点,设计与美育相联系的学习探索情境,培养学

生认识美、感受美、热爱美、创造美,引导学生加强审

美观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如第10题以通电长直导线产生磁场为情境,考

查安培定则、磁通量、电磁感应等知识,考查了学生

分析综合能力、空间想象和抽象思维能力.解答中,

根据M、N 两点连线与长直导线平行、两点与长直

导线的距离相同,判断两点产生的磁感应强度大小

相等,方向相同;通过磁感线穿进与穿出在线圈中对

称与否,判断线圈的磁通量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都

体现电磁学规律中的对称美.

(4)以探究实验问题为情境,创设真实实验环

境,强化对科学思维的考查.

探究活动过程就是问题解决的过程,而问题的

解决往往伴随着科学思维过程.探究活动一般包括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检验假设、得出结论

等环节,必将伴随着建构模型、分析综合、推理论证、

反思创新的科学思维过程.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

物理试卷第14题进行了大胆尝试,以密立根油滴实

验为情境,考查学生解释、解决探究过程中出现的实

际现象和问题的能力.试题以密立根油滴实验为情

境,以实验的真实现象为问题载体,考查带电粒子在

复合场(电场、重力场)中的运动问题,考查了学生

空间想象、科学思维、解决问题等方面能力.试题要

求学生受力分析基本功扎实,在第(3)问分类讨论

中,对学生思维的深刻性要求较高.要求学生从不同

角度正确、全面、透彻看待问题,引导学生多角度的

审视问题.

3.3 以实际问题为测试任务 突出信息获取能力

考查

创新性试题,往往是以新情境为载体进行创新,

而新情境信息的呈现更多的是借助图像方式.图像

与物理知识相结合,要求学生“作图、读图、析图、用

图”,有效地考查了学生获取图像信息能力、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这与物理核心素养的要求恰好

是一致的.

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题有图像21幅,

涉及图像的试题15道,比例高达93.8%.这些呈现

的图像给学生一种直观明了的印象,但图像中往往

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其中包括很多解题重要信息,这

些信息给人以启迪和思考;从图中获取有效信息,才

能够提高审题的速度,节省审题的时间,优化解题的

过程.第12题是一道测量弹性导电绳的电阻与拉伸

后绳长之间关系的电学实验题,试题除文字陈述以

外,还提供了实验装置图、电路示意图、函数曲线图;

要求学生在处理问题时应注意不同信息载体间的联

系,结合装置图、电路图理解实验原理,通过实

验原理完成实验步骤,利用Rx L图像解决实际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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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示与建议

4.1 注重基础 强化主干 考查学科关键能力

试卷将继续加强对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技

能、基本物理思想方法的考查.这要求学生对物理概

念问题,要明确为什么引入概念,弄懂概念的本质,

知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了解相关概念间联系与区

别,运用联系与比较的观点形成概念体系,结合社

会、技术、生活实际运用概念解释实际问题;在物理

规律方面,了解物理规律的建立过程,掌握物理规律

的文字叙述、数学表述,理解物理规律中相关物理量

的意义,明确物理规律的成立条件和适用范围,能够

运用物理规律解决社会、技术、生活实际中的实际

问题.

试卷将强化学生对主干知识的掌握,突出对主

干知识的综合考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物理方

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重视

科学方法的理解和运用,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思维

方式,最终达到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比全国综合卷,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卷选

择题数量增多,知识点覆盖面增大,这对学生关键能

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帮

助学生将高中物理知识结构化,形成完整的知识体

系,培养学生理解与综合的能力;引导学生运用物理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归纳、推理、论证的能

力;回归教材,熟练掌握物理实验基本操作,并对课

本实验进行拓展、迁移,培养学生探究能力与创新

能力.

4.2 关注科技前沿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设真

实的问题情境

物理源于生活,回归生活.这两年广东选择性考

试物理试题,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强调在真实的试

题情境中考查物理知识内容,让实际问题的解答变

得更有意义.在教学过程中,要多关注科技前沿知识

和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工开

物》中提到的提水工具和声学论述;我国最新科技

发展成果,中国空间站建设、“天眼”的投入使用、高

速磁悬试验样车成功试跑,以及真实的生产生活情

境等素材,这些内容博古通今,与学生的真实生活密

切相关,有助于发挥物理学科的育人功能和核心价

值,能真实、有效地考查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不能空洞虚化,必须

借助情境载体来实现;高考物理命题者从不同的角

度植入情境素材,考查学生学科关键能力的同时,充

分发挥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关

注情境素材的选取:

(1)从《天工开物》《来耜经》《梦溪笔谈》《墨

经》《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经典著作中挖掘物理

试题素材;

(2)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中挖掘物理试题素

材,如航空航天技术、体育运动、环境保护等;

(3)从科技前沿中挖掘物理试题素材,展示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中科学家的最新科研成果,如光导

纤维应用、量子通讯发展、核聚变的研究、超导方面

的突破等.

4.3 突显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强化科学思维能

力的培养

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题考查了物理

学科核心素养的4个方面和5个水平,不同素养类

型考查的水平等级侧重不同,不同知识涉及的素养

水平要求也各不相同.

第一,例如,物理观念素养考查的内容包括超重

与失重、库仑定律、振动和波、热力学定律等,主要考

查素养水平2,难度中等;

第二,通过受力平衡、平抛运动、天体运动、带电

粒子在电磁场中运动等内容,对科学推理素养进行

考查,主要考查素养水平3,难度较大;

第三,通过牛顿运动定律、动能定理、能量守恒

定律、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

律等内容,对科学推理素养进行综合考查,主要考查

素养水平4,难度大;

第四,科学探究素养考查的内容如纸带问题、电

阻测量等,主要考查素养水平3,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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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位移 时间图像

求导后可得A、B两物块的速度方程为

 vB=0.2v0 (cos1.5625t0 )t +v0 (27)

 vA=-v0 (cos1.5625t0 )t +v0 (28)

对应速度 时间图像如图5所示.

图5 速度 时间图像

4 思考与启示

  高考结束后网络上立即传播出教师们的不同

解法,我们经过独立思考和收集整理得出这些代表

性的解法.这也突显出高考真题一题多解的魅力,题

目强调对理科思维的考查,突出考查学科主干内容,

情境化设计丰富,以及数学物理相结合的学科特点,

引导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结合近几年高考物理全国

卷压轴题,重视压轴题的一题多解,在平时的训练中

可以让学生更全面也更深入地理解题目,打破固有

思维,加深对物理规律的理解和应用,也更好地巩固

了对物理思维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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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一般考查素养水平

2且占分比较低.

2022年广东高考试题第7、10题引入了立体图

形,考查学生在立体空间模型中应用物理规律解决

问题的能力;第15题利用真实的实验现象作为命题

情境,陌生的情境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考生的心理负

担,同时第(3)问分类讨论、计算难度明显偏大;这

些设计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试卷难度与区分度,考

查学生的高阶思维,为高校选拔创新型的高素质

人才.

2022年广东选择性考试物理试题层次分明、区

分度较高,落实了“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的考查要求,也对物理教师的教学素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教师需要认真学习新颁布的《普通高中物理

课程标准》,明确不同的知识组块对学科核心素养4
个方面对应的不同水平要求,把握教学的深度、难度

和广度,强化学生逻辑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思维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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