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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进入高三数日，有《 试题调研》的陪伴，我逐渐充满自信。希望我们一起拼

搏，共拓美好前程。 ———安徽省宿州市萧县鹏程中学! 刘辉

命题研究与备考策略
"##$ 年全国各省市的六套理科综合试卷物理部分和三套物理试卷，继续坚持了

高考改革的方向，体现了新课标的基本理念，注重基础知识，突出能力考查% 命题体现

了“以能力测试为主导，考查考生对所学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运用

这些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基础知识年年考，主干知

识重点考”的特点% 试题强调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体现了学科知识与社会、科技发展的

联系，命题不超纲，没有偏题、怪题，试题的立意、情境、设问的角度及方式科学、新颖、

灵活，表达方式合理，题干及设问准确、简洁，测试目标明确，试题设计体现运用已有

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考查要求% 从试卷难易程度看，物理总体难度与 "##& 年差不

多%
一、"##$ 年高考物理命题研究

下表为各省市理科综合试卷中物理部分知识点分布表%

"##$ 年全国卷!（河北、河南、安徽、山西、

海南、湖北、湖南等）
"##$ 年全国卷"（黑龙江、吉林、广西等）

题号知识分布分值 知识内容 题号知识分布分值 知识内容

’( 原子 $ 原子核 ’( 原子 $ 核反应

’& 光学 $ 物理光学 ’& 力学 $ 受力分析、平衡条件

’$ 力学 $ 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 ’$ 力学 $ 多普勒效应

’) 电学 $ 带电粒子的运动 ’) 电学 $ 电场强度

’* 热学 $
气体压强和温度的

关系，内能的变化
’* 力学 $ 碰撞问题

’+ 力学 $ 机械振动及图像、共振 ’+ 电学 $ 光电效应

"# 力学 $ 功、动能定理 "# 电学 $ 滑轨导棒问题

"’ 电学 $ 电量的计算 "’ 热学 $
气体压强和温度、体

积的关系

""
实验（’）

实验（"）

’)
双缝干涉测波长

电压表内阻的测定

""
实验（’）

实验（"）

’)
测定小灯泡的伏安

特性曲线

测定折射率

", 力学 ’$ 匀速直线运动、反射定律 ", 力学 ’$ 机械能守恒、平抛运动

"( 力学 ’+ 牛顿运动定律 "( 电学 ’+ 牛顿定律、运动学公式

!



! ! 心若在，梦就在，一切可以从头再来，永不服输，向人生叫板，相信自己可以成

功。 ———安徽宿州日寺村中学! 王孟君

"# 电学 "$
欧姆定律、带电粒子

在电场中的运动
"# 力学 "$

带电 粒 子 在 磁 场 中

的运动

"$$% 年天津卷 "$$% 年北京卷

题号知识分布分值 知识内容 题号知识分布分值 知识内容

&’ 热学 % 内能、热力学定律 &( 原子 % 核反应

&# 光学 % 全反射 &’ 电学 % 静电感应

&% 力学 % 平抛运动 &# 热学 %
气体 压 强 和 温 度 的

关系，内能的变化

&) 力学 % 单摆 &% 光学 % 光的全反射

&* 原子 % 裂变中的守恒 &) 力学 % 机械振动

&+ 电学 % 电路的动态分析 &* 力学 % 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

"$ 电学 % 电磁感应中的图像问题 &+ 力学 % 受力分析、胡克定律

"& 电学 %
欧姆定律、带电粒子

在电场中的运动
"$ 电学 %

带电 粒 子 在 磁 场 中

的运动

""
实验（&）

实验（"）
&%

验证动量守恒

多用电表的读数

电动势和内阻的测定

"&
实验（&）

实验（"）
&*

游标卡尺的读数

伏安法测电阻

"( 力学 &%
动量 守 恒 和 机 械 能

守恒
"" 力学 &%

机械能守恒定律、运

动学公式

"’ 电学 &*
带电 粒 子 在 磁 场 中

的运动
"( 电学 &*

带电 粒 子 在 交 变 电

场中的运动

"# 力学 "" 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 "’ 电学 "$
闭合 电 路 的 欧 姆 定

律、电阻定律、安培力

! ! 通过分析可知，今年的高考试卷有以下特点：

&, 理综物理部分的试卷结构不变：* 个选择题，一个实验大题，三个计算题, 其中

选择题中仍然为力学 " - ( 个，电学 " - ( 个，热学、光学、原子物理各 & 个, 以全国卷

!为例，实验题包括一个光学和一个电学，第一小题考查考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第

二小题考查考生电学实验的设计能力，实验题的难度较去年有所下降；计算题中两个

力学题，一个电学题，主要考查对物理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公式的应用和掌握程

度，特别强调对物理过程分析能力的考查,
", 突出了对物理基础知识体系的考查，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方

法、基本实验以及基本计算的考查构成了“理综”物理试题的主体架构, 如 "$$% 年的

全国理综试卷!中，着重考查了：力学中的受力分析、匀速直线运动、匀变速直线运

动、平抛运动、牛顿运动定律、功、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动量定理、万有引力定

律、匀速圆周运动和振动等；电磁学中的静电场的场强、静电感应、电势差和电场力做

功、带电粒子在交变电场或磁场中的运动，电压表、电流表、电源、滑动变阻器的选择、

!



! ! 既然选择重新开始，就要尽力而为，不求别的，但求问心无愧，拼过，就不说

成败。 ——— 河北邯郸市一中! 悟空婆婆

电功率、安培力、电阻定律、洛伦兹力、电磁感应、感应电动势等中学物理的主干知识，

这些知识占到全卷的 "#$ % "&$ ’ 而对于高中物理的其他部分，如分子热运动和内

能、光的传播与光的本性、原子和原子核等，虽然不可能全面考查，但也有题目涉及’
(’ 以能力立意命题，加强对能力的考查’ 把着眼点放在关注考生的科学素质培养

上，这是近几年来“理综”物理试题的重点、热点和最主要特点，也是今年物理试题的

一个特征’ )##* 年全国理综卷!、"中的物理试题，就特别突出体现了以能力立意和

对能力的考查’ 一般高考中的选择题，涉及的知识点都不会太多，物理过程也不复杂，

主要考查对某个概念或规律的理解程度，)##* 年全国理综卷!、"中的物理选择题，

大多是通过应用来考查理解能力的’ 例如：)##* 年全国理综卷!第 +, 题的滤速器问

题，实质上是考生所熟知的速度选择器问题，但题目与现代科技相联系，体现了“ 高起

点，低落点”的原则，只要考生“注重课本，注重基础”就不会是难题’ )##* 年全国理综

卷"第 +" 题涉及最常见的弹簧滑块问题，考查考生对物理过程的分析能力及综合应

用动量、能量的观点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 再如 )##* 年全国理综卷!第 +" 题是考查

热学问题，题目很简单，但涵盖范围很广，包括气体压强和温度的关系、内能的变化、

分子力等多个知识点，考查考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能力，还要求考生能够区分和鉴别

概念规律似是而非的说法’
-’ 联系生产、生活、社会和科技实际，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考查置于一定的

问题情境之中，这也是今年理综物理试题的特征之一’ 如北京卷第 +, 题通过小鸟在

树枝上的振动估算小鸟的质量，题目新颖贴近生活，考查了考生利用所学知识进行推

理和估算的能力’ 再如第 )) 题，这是一道有趣的与体育运动知识相结合（体现北京新

奥运）的题目’ 试卷中的题目避免了死记硬背现象，或巧设问题情境，或用活知识规

律，使所学知识鲜活起来’ 有些则着眼于科技前沿，立足于高中课本知识，一方面考查

了考生联想、迁移、分析的能力和科学素养、思维，另一方面也使考生感到：高新技术

虽然“高”，而且“新”，可是同样是依赖于我们熟悉的传统的基础知识，并非空中楼

阁，高不可攀’ 例如第 +( 题核电站和第 )- 题磁流体推进器’
&’ 注重多种能力考查’

（+）突出考查了分析综合能力’ 如全国卷!第 )# 题，借助于力学中人们熟知的起

跳问题考查了能量与动量的问题；第 )( 题是一个波的反射和波的传播规律相结合的

题目；第 )- 题既要分析煤块与传送带各自的运动过程，又要分析煤块与传送带运动

的联系’
（)）突出考查实验能力’ 从 )##* 年试卷来看，实验试题既体现了对考生的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查，又不脱离当前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实际’ 实验能力的考查历来

是高考的重点和难点，全国卷!第 )) 题第一个实验———双缝干涉实验，需要考生记

住实验原理、器材、目的等，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否则较易失分；第二个实验———测电

压表的内阻，考查了考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实验方法的灵活运用等高层次的能力，

倡导考生创新，有较好的区分度’ 综合各套试卷可以看出，实验题仍然以电学试题为

!



! ! 昨日已悄然而逝，不要茫然，让我们把握好美好的今天，共同创造明天的辉

煌。 ——— 甘肃省张掖市第二中学! 王丽

主导，兼顾考查力学或光学实验"
（#）注重考查运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 考试大纲》强调应用数学处理物

理问题的能力，包括较繁的字母运算或数字运算、题目中涉及几何关系问题、图像问

题，如全国卷!第 $%、$& 题" 各套试卷加大了图像、图形和信息题的考查力度，从而增

加了物理试题的相对难度，提高了试题的区分度和效度" 对考生能力的甄别更有效，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考查了考生识图、析图、用图的能力" 从而对今后的物理教学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二、$’’( 年命题趋势预测及备考策略

)" 立足物理本学科，突出知识梳理，夯实基础"
首先抓好第一阶段的基础知识的复习，抓好“双基”落实，打好学科基础" 这一阶

段的复习要以教材的章节为线索，以《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同时覆盖的知识为重

点，进行系统地复习" 特别是对《 考试大纲》上所列的知识内容，要逐一复习到位，不

留“尾巴”" 同时，对静摩擦力与滑动摩擦力，作用力、反作用力与平衡力，动量与冲量，

动量与能量、振动与波动，振动图像和波动图像，电势与电势能，电场强度与磁感应强

度，磁通量变化与磁通量变化率，全反射与临界角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弄清弄透，

不留疑点" 对易混易错的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运用要

十分熟练，从而实现章节过关，单元过关"
$" 突出主干知识、强化重点"
从以下附表中可以看出，热学、光学和原子物理部分各只有一个选择题，而其余

的全部为力学和电学" 因此，整个高中物理复习的重点应放在力学和电学上，而其中

特别应在力学部分的概念规律和定律、定理的应用上多花工夫，也是为电学的复习做

好准备" 预计 $’’( 年高考将进一步追求知识覆盖面，题目求新而不求怪，《考试大纲》

中要求的知识点绝大部分都会在试卷中有所体现，对主要概念、重要规律、典型方法

的考查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附表：$’’% * $’’+ 年理综（全国卷!）物理试题各部分内容分值、比例统计表

内 容
$’’% 年 $’’& 年 $’’+ 年

分值 比例 分值 比例 分值 比例

力 学
+’ 分

（含实验）
&’,

&+ 分

（含实验）
%(, &- 分 %.,

电 学
#+ 分

（含实验）
#’,

%+ 分

（含实验）
#., #. 分 #$,

热 学 + 分 &, + 分 &, + 分 &,
光 学 )$ 分 )’, + 分 &, )) 分 )’,

原子物理 + 分 &, + 分 &, + 分 &,

! ! #" 强化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
这需要对高中物理教材中要求的一些基本物理实验的原理、要求、误差分析等进

!



! ! 强者是勇敢地面对现实，永不言败，永不放弃！

———辽宁省庄河市四高! 姜爽

行全面复习" 在此基础之上对电学实验的复习要全面强化，可以分仪表的使用和选

择、电阻的测量（多种测量方法）、测量电路的选择等多个方面进行，最后要做到对各

种测量电路非常熟悉" 预计 #$$% 年高考实验题考查的重点还是考查考生对实验原

理、实验方法的迁移能力，电学实验仍是考查的重点，但同时可能会涉及力学、光学

实验"
&"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最新科技进展、社会热点、身边物理"
第二阶段复习（主干知识的专题复习）和第三阶段复习（ 模拟练习）中，除了进一

步巩固三基外，要重视学科内的小综合，还要重视问题立意和能力立意试题的训练，

要关注最新科技进展（如近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课题），关注社会热点（ 如能

源问题、环境问题），关注身边的物理问题（如神舟号飞船的发射、嫦娥计划等）" 由于

物理与生活、生产和现代科技紧密相连，这就决定了联系实际问题仍是考查的重要方

式，预计 #$$% 年高考中肯定会有此类试题"
’" 加强结合图、表内容的考查"
在实际生活、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图、表的应用非常普遍，它提供的信息多而且直

观" 能看懂图表给出的物理过程、会利用图表描述物理过程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在这

一方面，几乎每年高考都有所体现" 预计 #$$% 年高考在图、表的应用方面的考查会进

一步加强"
(" 研究高考试题，控制题目难度，增强复习的针对性"
通过对高考试题的分析研究不难看出，现在的高考试题从所用到的知识来看不

难，而它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从近几年的理综试题来看，高考题难在对信息的分析

运用上，难在对各类知识的综合运用上，难在将两个或多个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知识

点或知识块整合在一起，用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去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实验题

难在实验思想的体现和书本知识的迁移上" 如果单靠传统的复习方法，漫无边际地做

题，搞题海战术，不注重加强研究，不进行综合能力训练和科学思想方法的训练是达不到

目的的" 因此，在做题时要有选择性和针对性，注意思维方法和能力的培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