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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标(实验版)对能力考查与原考纲的最显

著变化特点是,提出了高考对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等探究能力的考查渗透在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
析综合能力、应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实验能

力5个方面的能力中考查.这不仅对新课标教学中

积极推进探究性教学的肯定,同时探究性教学的内

涵、有效性目标更加具体,这对中学物理教学有着积

极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应注意到近几年高考试题

的开放性和探究性.下面我们通过几个试题来进行

赏析.
【例1】(2011高考新课标全国卷第23题)利用

图1所示的装置可测量滑块在斜面上运动的加速

度.一斜面上安装有两个光电门,其中光电门乙固定

在斜面上靠近底端处,光电门甲的位置可移动,当一

带有遮光片的滑块自斜面上滑下时,与两个光电门

都相连的计时器可以显示出遮光片从光电门甲至乙

所用的时间t.改变光电门甲的位置进行多次测量,
每次都使滑块从同一点由静止开始下滑,并用米尺

测量甲、乙之间的距离s,记下相应的t值;所得数据

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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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制、开发了数百个实验作品,其中百余件

实验作品具有创新性.有的实验,如实验 “静摩擦

系数测量规”获国家专利.
(4)实验研究的一些观点、方法、策略和技术等

研究成果 ,有些发表在《物理教学》、《物理教师》等

专业刊物上,有些上传到教师研修网,制成光盘发放

到物理教师手中,有些案例在培训教师中做宣讲,很
好地发挥成果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系列实验教学研究,在北京市中学物理教师中,
营造了研究实验、研究实验教学、进行实验创新、研
究实验探究的良好氛围.这种氛围有效地促进教师

的专业成长,提高了物理教师的教学基本功.教师的

实验研究能力有所增强,实验教学的内容不断丰富,
教学中实验的次数明显增多,教学效果增强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视野开扩了,思维活跃了,实验

能力提高了,动手能力增强了,实践能力提升了.
研究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学物理教师的专业成

长.有效地优化了课堂教学.
物理课不做实验成为很多教师难为情的事情

了.物理课上,学生在建构概念、认识物理规律的过

程中,能够基于实验、基于事实,这是一件十分了不

起的事情,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以教学理论模型、系列实验研究为核心的内容

先后获得获得第三届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第四届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全国教

育改革创新先锋教师奖;获首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十年的汗水,十年的付出,十年的艰辛,不仅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更重要的

是,广大物理教师在创造实验作品的过程中,留下了

非常难忘的记忆.这记忆将成为教师生涯中宝贵的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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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验测得数据

s/m 0.500 0.600 0.700 0.800 0.900 0.950

t/ms 292.9 371.5 452.3 552.8 673.8 776.4

s
t
/(m·s-1)1.71 1.62 1.55 1.45 1.34 1.22

  完成下列填空和作图:
(1)若滑块所受摩擦力为一常量,滑块加速度

的大小a,滑块经过光电门乙时的瞬时速度v1 测量

值s 和t4 个 物 理 量 之 间 所 满 足 的 关 系 式 是

;
(2)根据表中给出的数据,在图2给出的坐标

纸上画出s
t t图线;

图2

(3)由所画出的s
t t图线,得出滑块加速度的

大小为a= m/s2(保留2位有效数字).
读题获取信息:滑块沿斜面向下做匀加速下滑,

通过光电门甲的初速在变,通过光电门乙的末速不

变,求:
(1)s,vt,t,a4个量的关系.我们在高一教材探

究、学习、获取的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

vt=v0+at

s=v0t+12at
2

v2t -v20=2as
据此学生能否、或教师能否引导学生在探究中学会

探究,主动思考在上述规律中涉及v0,vt,a,t,s5个

量,每个公式只含4个量,能否任意知道了3个量均

能求解待求量? 应有几个表达式? 排列、组合,应有

5个表达式,推理得出另外两个表达式

s=vtt-12at
2

s=v0+vt

2 t

根据平均速度的定义式v- =s
t

很自然得出匀变速直

线运动平均速度的表达式.
(2)根据列表数据描点作图(坐标比列数据已

给定),仅考查基本技能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3)根据s
t t图像求滑块加速度.考查目标非

常明确,运用数学工具解决物理问题,利用函数图像

直观的表示物理规律,寻求物理规律,是中学物理的

重点.从力学的vt、x t到电学的it、ut,到原子

物理的平均结合能与核子数的关系图,几乎涵盖了

中学物理的全部,关键是学生通过学习能否根据图

像主动进一步思考图像的斜率、截距,图线与坐标围

成面积所表达的物理意义.由

s=vtt-12at
2

变形得到 s
t =vt-12at

即s
t t图像斜率的绝对值 k =12a

,在图上取恰当

两点求斜率 k =1,即a=2m/s2.
本题的探究过程渗透了理解、推理、归纳综合、

运用数学工具解决物理问题能力的考查,也渗透了

对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和探究性要求.
【例2】(2011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综卷选择题

第19题)卫星电话信号需要通地球同步卫星传送.
如果你与同学在地面上用卫星电话通话,则从你发

出信号至对方接收到信号所需最短时间最接近于

(可能用到的数据:月球绕地球运动的轨道半径约为

3.8×105m、地球半径为6400×103m)

A.0.1s     B.0.25s
C.0.5s     D.1s
解法一:这是一道估算题,令同步卫星离地高度

为h

G Mm
(R+h)2=m(R+h)4π

2

T2

GMm
R2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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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联立得

h=
3
gT2R2

4π2 -R

代入数据

T=24×3600s

g≈π2

R=6400×103m
得 h≈3.6×107m

t=2hc =2×3.6×107
3×108

s=0.24s

选项B正确.
解法二:根据开普勒第三定律

r月
3

T月
2=
(R+h)3

T地
2

代入数据

T月 =27天

T地 =1天

r月 =3.8×108m

R地 =6.4×106m
计算得 h≈3.56×107m

得t=2hc =2×3.56×107
3×108

s=0.24s

在考试有限的时间内不用计算器,用解法一、二
均为较难题.然而同步卫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有关同步卫星特点、用途,离地高度推导及教学计算

中我们是否组织学生探究,并作为常识要求学生记

识同步卫星离地高度,这样考试中直接利用t=2hc
求解岂不是一个容易题(这是技巧).由此我们知道

在日常探究教学活动中应特别关注与人们生活、生
产、科学技术息息相关的内容,并且关注对试题的开

放性探究(一题多解).
【例3】(2015年高考全国新课标理综卷选择题

第16题)由于卫星的发射场不在赤道上,同步卫星

发射后需要从转移轨道经过调整再进入地球同步轨

道.当卫星在转移轨道上飞经赤道上空时,发动机点

火,给卫星一附加速度,使卫星沿同步轨道运行.已
知同步卫星的环绕速度约为3.1×103m/s,某次发

射卫星飞经赤道上空时的速度为1.55×103m/s,此
时卫星的高度与轨的高度相同,转移轨道和同步轨

道的夹角为30°,如图所示发动机给卫星的附加速度

的方向和大小约为

A.西偏北方向,1.9×103m/s
B.东偏南方向,1.9×103m/s
C.西偏北方向,2.7×103m/s  
D.东偏南方向,2.7×103m/s

图3

通常的解答是:根据题目信息可知:卫星在转移

轨道上的速度v1=1.552×103m/s(从题可知方向

为北偏东30°方向)和待求发动机给卫星的附加速

度v2 是分速度,而同步卫星环绕速度v=3.1×103

m/s是合速度,方向向东.而v1 和v之间的夹角为

30°.利用余弦定理可知,所需附加速度v2 的大小为

v22=v21+v2-2v1vcosθ
根据题目的条件,经估算可得东偏南方向,选项

B正确.
通常对本题的评析是:本题通过同步卫星发射

后需要从转移轨道经过调整后再进入同步轨道的实

际问题,考查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简单计算能力.试
题取材紧密联系航天科技发展,涉及卫星变轨这一

重大技术问题,考查内容涉及运动的合成等知识点.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新课程标准从力的合成实验

探究到教材的习题要求对矢量合成用作图法求解已

经有了明确的能力要求,加之题目给定的关键词“约
为”,利用试题图像作矢量合成图便可直观得出(毋
须计算)选项B正确.即使直观性较差的学生也可

用刻度尺量出矢线长进行估算,得出结果,十分简

捷.事实上,笔者专门做过调查,利用余弦定理进行

估算的学生,最快也需5min才能得出结果,这必然

导致理综解答时间不够.
以上3例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学生探究能力是

在日常教学的探究活动中潜移默化、逐步提高的;所
组织的探究活动是否具有实效就在于学生能否积极

主动参与,能否促进能力提升.探究能力是我们日常

教学的自然生成,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在日常探究式

教学活动中注意实效性,没有捷径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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