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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的高考盛事正式落下帷幕,期间社会各

界对高考的关注度空前高涨,相信在正式成绩及相

关录取信息公布前,与“高考”相关的所有话题会一

直火热下去,而人们谈论最多的除了自家考生情况

外,无疑就是高考试题与此次大刀阔斧的高考改革

之间的博弈了.这里,我们仅从全国高考卷的理综物

理试题入手,浅析此次高考命题与高考改革的关系.

1 高考改革的“一体、四层、四翼”

从国家层面来讲,教育改革是与时俱进的人才

培养的必要条件,社会需求、国家需求甚至全球人才

需求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终端教育系统的改变,随着

时间的积累阶段性的教育改革就应运而生.早在

201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

对全国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做出全面部署,随后颁

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中

强调高考考试内容改革要“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

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
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此作为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次教改中,中国教育部考试中

心主任姜钢提出:要更加注重高考系统的顶层设计、
统筹谋划,突出考试内容的整体设计和科学构建,形
成“一体、四层、四翼”的高考评价体系[1].

“一体”指以高考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明确高考

“为什么考”,即其主旨在于“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
向教学”;“四层”明确高考“考什么”,包括“必备知

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四层考查目标;
“四翼”回答高考“怎么考”,要求试题考查体现“基

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4个方面.
纵观此次理综物理试题,命题者很好地领会到

此次教改要求,“一体、四层、四翼”的命题思路得到

有效贯彻.

2 试题评析

2.1 一体:立德树人,科技兴邦

“立德树人”是2017年高考考试大纲一个十分

重要的取向与特征.由于“立德树人”的定调是基于

学生个体甚至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整体构架.物理作

为一门自然科学学科,用近些年我国物理科技领域

的成就来强调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展示我国

向科技强国迈进的步伐,可以极大增强考生的家国

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全国理综Ⅰ卷的第17题提到的“人造太阳”就

取材于我们国家联合其他六国实施的“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最具规模、影响

最为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其装置是一个

能完成大规模可控核聚变反应的超导托克马克.而
中国的自行研制的EAST(ExperimentalAdvanced
SuperconductingTokamak)装置是国际首个全超

导托卡马克装置,也就是试题中提到的“人造太阳”,

它标志我们国家在可控核聚变能源领域已迈入国际

先进行列.还有全国 Ⅲ 卷第14题引入了天舟一号

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完成首次交会对接

的情景,彰显我国在航空航天等空间科学领域的雄

厚实力.
高考试题素材取材划时代的科技成就,其目的

在于考查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突出学科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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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高考的积极导向作用,激发青年人锐意进取、振
兴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2 四层:注重学科知识架构,强调学科能力考查

(考查内容)

首先,从高考考核的知识层面来说,此次高考内

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增删调整,最突出的就是将《物
理·选修3 5》作为了必考内容.从培养学生学科知

识素养的角度出发,修订后的物理考试大纲将动量、

近代物理等内容纳入必考范围,有利于完善学生整

体物理世界观的构建,有利于学生进入高校后的专

业化学习,同时也满足高校甚至后期国家社会对科

技创新人才选拔的需求.
本次高考也积极响应了这一变化:全国 Ⅰ 卷中

第14题就是对动量知识的考查,前文提到的第17
题则用到了近代物理中核聚变的相关知识,此外还

有全国 Ⅱ 卷的第15题、全国 Ⅲ 卷的第20题等.从
题目难度来看,试题很好地控制了新增内容的综合

度和难度,题型多采用选择题形式,并且把考查的重

点放到学生基本学科知识的应用理解,并提供多种

解题渠道降低难度.
【例1】(2017年高考全国 Ⅲ 卷第20题)一质量

为2kg的物块在合外力F 的作用下从静止开始沿

直线运动.F 随时间t变化的图线如图1所示,则

A.t=1s时物块的速率为1m/s
B.t=2s时物块的动量大小为4kg·m/s
C.t=3s时物块的动量大小为5kg·m/s
D.t=4s时物块的速度为零

图1 例1题图

解析:本题可用动量定理Ft=mv′-mv快速求

解,也可以利用牛顿第二定律F=ma和运动学公式

vt=v0+at来求解.通过方法的多样性降低动量知

识的考查难度.
其次,基本概念和规律、基本方法、基本实验技

能是物理学科能力的根基,通过考查内容的基础性,

指导一线教学依然要注重夯实学生的学科基础.如,

全国 Ⅱ 卷第14题通过竖直面上圆周运动的情景,

考查了学生对弹力方向的判断以及做功概念的理

解;全国 Ⅲ 卷第15题则考查了电磁感应现象,要求

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楞次定律、安培定则等方法解决

问题;全国 Ⅰ 卷第22题通过变型的打点计时器模

型,考查学生真实的实验操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
【例2】(2017年高考全国 Ⅰ 卷第22题)某探究

小组为了研究小车在桌面上的直线运动,用自制“滴

水计时器”计量时间.实验前,将该计时器固定在小

车旁,如图2(a)所示.实验时,保持桌面水平,用手

轻推一下小车.在小车运动过程中,滴水计时器等时

间间隔地滴下小水滴,图2(b)记录了桌面上连续的

6个水滴的位置.(已知滴水计时器每30s内共滴下

46个小水滴)

图2 例2题图

(1)由图2(b)可知,小车在桌面上是 (填
“从右向左”或“从左向右”)运动的.

(2)该小组同学根据图2(b)的数据判断出小车

做匀变速运动.小车运动到图2(b)中A点位置时的

速度 大 小 为 m/s,加 速 度 大 小 为

m/s2.(结果均保留2位有效数字)

解析:这道实验题脱胎于利用打点计时器探究

匀加速直线运动的学生实验,其关键是找到实验中

对应的打点周期T,然后利用常规打点计时器的纸

带分析方法计算某点瞬时速度和加速度.要求学生

真正地理解为什么做实验和知道怎么做实验,是对

学生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
同时,本次高考命题还增强了物理学科内多板

块知识的综合度,强调内容之间的统一性和联动性,

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物理学科的概念、规律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全国 Ⅰ 卷的第20题和全国

Ⅱ 卷第25题.前者从两个物理量的函数图像入手,

综合考查了点电荷、电势、电场强度、功的概念,不仅
—301—

2017年第9期               物理通报              考试与评价研究



要求学生能从图像中提取到有效信息,还需要综合

掌握静电场、以及保守力做功的相关知识;后者则以

两个质量相同、带有等量异号电荷的小球在重力和

电场力作用下沿不同轨迹运动为物理情境,要求考

生综合分析解决问题.
【例3】(2017年高考全国 Ⅰ 卷第20题)在一静

止点电荷的电场中,任一点的电势φ 与该点到点电

荷的距离r的关系如图3所示.电场中4个点a,b,c
和d的电场强度大小分别Ea,Eb,Ec和Ed.点a到点

电荷的距离ra 与点a的电势φa 已在图中用坐标(ra,

φa)标出,其余类推.现将一带正电的试探电荷由a
点依次经b,c点移动到d点,在相邻两点间移动的过

程中,电场力所做的功分别为Wab,Wbc 和Wcd.下列

选项正确的是

A.Ea∶Eb=4∶1

B.Ec∶Ed =2∶1

C.Wab∶Wbc =3∶1

D.Wbc∶Wcd =1∶3

图3 例3题图

解析:正确选项为 A,C,综合考查了静电场以

及保守力做功问题.

2.3 四翼:关注知识实际应用,突出探究、创新意

识

今年物理命题特别突出理论联系实际,题目多

是从科研进展、生产实践、生活实际出发,通过真实

的物理情境创设,考查学生灵活运用物理基本概念

和知识、基本规律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

学生学以致用、格物致知的科学态度,引导学生关心

身边的物理,关注物理前沿的科学进展.
如全国Ⅰ卷第18题以扫描隧道显微镜(STM)

为背景考查学生对电磁感应规律的理解;全国 Ⅱ 卷

第21题通过手工自制的简易电动机为考查电动机

工作原理;全国 Ⅱ 卷第24题更是联系2022年将要

召开的北京冬奥会,从冰球运动员冰上训练切入,考

查了经典力学与运动学的相关知识;全国Ⅲ卷第16
题,用质量均匀的细绳去考查学生对重心以及重力

做功的认识,对实际情景分析要求较高.
【例4】(2017年高考全国 Ⅰ 卷第18题)扫描隧

道显微镜(STM)可用来探测样品表面原子尺寸上

的形貌,为了有效隔离外界震动对STM 的扰动,在

圆底盘周边沿其径向对称地安装若干对紫铜薄板,

并施加磁场来快速衰减其微小震动,如图4所示,无

扰动时,按下列4种方案对紫铜薄板施加恒磁场;出

现扰动后,对于紫铜薄板上下及其左右震动的衰减

最有效的方案是

图4 例4题图

图5 例4施加磁场的4种方案

解析:正确选项为A.通过以真实科研设备为背

景的题目设置,考查电磁阻尼相关知识,让学生切实

体会到学习物理是有用的.
本次命题通过开放性试题的设立,考查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发散性思维,对问题多角度的讨论,是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体现.
如,全国 Ⅱ 卷第23题,考查的知识背景是利用

等电势方法测量微安表内阻,题目的最后一问要求

学生写出一条提高测量精度的建议.开放性的提问,

要求学生综合考评题设实验方案,用严谨的科学态

度和正确的物理知识体系去提出改进构想,并言之

成理,这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科学表述有较高的要求.
(下转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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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该读什么,为学生找到适合学生年龄层次和认知

特点的书,组织学生进行有效的阅读,作为教师,任

重道远.

2)作为学生人生中第一位老师的父母,虽然

对待学生阅读的态度大部分是支持或是既不支持也

不反对,但这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学生阅读活动大部

分应该是在家里完成的,缺少家长监管的阅读,难以

产生有效的影响.

3.2 思考

读书对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本好书往往

能改变人的一生.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研究成果正式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科

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

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

与3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

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6大素养.发展

学生核心素养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倡导阅读.而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

阅读水平.在倡导全民阅读的今天,作为一线教师应

提高自身的认识,教学过程中不要仅仅把眼光停留

在教材上,要深度挖掘和整合物理相关的课程资源,

利用好课堂,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向同学推荐一

些好书,组织一些活动,探索符合中学生个性特点的

物理科技阅读模式.促进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

的养成,以实现物理教学的科学和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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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备考建议

总体而言,2017高考全国理综卷物理命题部分

较好贯彻了《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

试大纲(理科)》的命题指导思想,考试内容坚持立

德树人,紧紧抓住中学教育“立德树人”的实质核

心,不仅考查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还要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融入考试内容,考查学生的综合素养,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

同时物理学科的命题还兼顾以生活、科技、社会、环

境为背景,关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强调

理论联系实际,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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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

验能力”5种能力考核[2],引导考生关注自然科学发

展的最新成果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相信这也将成为

未来的高中物理教学指明方向,以下是在前文分析

的基础上对新一轮高考备考的建议:

(1)日常教学注重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

本方法学习和讨论,端正教科书在教学中的主体地

位.
(2)坚持把学科能力培养放在首要位置,认真

研修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避免出现偏离考纲、脱离

教材,而陷于茫茫无边的题海中的被动局面.
(3)注重联系实际和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相

关话题,引导教学更加重视育人功能,落实好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
(4)通过适度开放设问,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

维.

希望高中物理教学能够向着“摒弃题海”、“回归

课本”、“学科育人”和 “培养物理学科素养”的方向

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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