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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考物理实验题与大学普通物理实验之联系

胡颖舒吴先球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查阏全国各地近三年高考试卷发现，商考物理实验题与大学普通物理实验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本文从实验原

理与方法、内容、步骤、操作要求等4个方面对两者间的联系进行归纳与分析．并对此现象作原因分析，提出对高考

物理实验题出题思路和备考复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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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物理实验题的得分情况一直备受关注．从广东省

2006年实验题的得分情况看，第11题(共9分)和第12题

(共11分)，全省平均得分仅为4．72分和1．3分．在新课程

标准指导下编制的高考物理实验题以更加灵活多变的形式

出现，注重探究和设计，重视过程与方法，因此难度也相应加

大．而大部分考生的动手能力较弱，扩展性思维能力和迁移

能力水平较低．部分学校还存在“在黑板上做实验”或者在

实验复习中单纯从习题中找答案的不良倾向．这些都导致现

在高考实验题成为了考生失分的重灾区．

目前对高考物理实验题的研究大量集中在考题与课本

实验的联系和改编．而笔者从全国各地近3年的物理高考试

卷发现，在新课标思想指导下，高考实验题出现了大学普通

物理实验的影子，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少微妙的联系．现以电

学实验为例，分析其表现形式，并探讨此现象产生的原因．

1高考物理实验题与大学普通物理实验的联系之处

1．1实验原理和方法的相似

实验原理和方法一直是高考考核的核心内容．近年全国

各套物理高考卷的实验题都灵活考查了学生对实验原理与

方法的真正理解和迁移运用．例如，2005年江苏卷第12题

考查的是把电流表改装为电压表的原理和选用滑动变阻器

的分压电路原理．2006年江苏卷第13题考核扩大电流表量

程的原理．而这三个原理都与大学的“电表改装”实验中运用

的原理和电路基本一致．“电表改装”是大学物理电学实验中

的一个基础实验，利用并联电阻实现电流表量程的扩充，通

过串联电阻把电流表改装为规定量程的电压表．

2006年广东卷第12题，给出了实验器材和实验电路，

要求测定电源电动势和内阻，电流表的内阻不能忽略．这就

说明必须先测量出电流表内阻，才能完成电源电动势和内阻

的测量任务．而题目已画出实验电路图，也就是基本规定了

实验方法，要求学生理解如何通过控制两个开关的状态，实

现电流表内阻测量的方法．此题全省的平均得分率只有

11．896，属于难题．中学教材上该实验都是把电表理想化，忽

略电流表内阻，若学生按照一般的思维模式是很难解答此题

目的．而在大学普物实验中电表内阻一般都是不可忽略，需

要考虑穰测量．实际上，此高考题的电路和测量电流表内阻

的方法与大学的“电表改装”实验所使用测量电流表内阻的

方法十分相似，都是使用半偏法来测定完成．由此看出，现在

的高考题开始考查非简单理想化的情况，更重视考查考生对

实验原理、方法的灵活应用与知识的迁移能力．

1．2实验内容的相似

再来审视实验内容方面．翻阅考卷可以发现，2004年江

苏卷第12题是对黑箱中电学元件的伏安特性进行研究．该

元件是一个二极管，属于非线性元件，具有单向导电性．2006

年上海卷第17题，对小灯泡U—J关系进行测量．从图线表

明，此小灯泡的U—J关系是非线性变化的．这与中学教材

中测量小电珠伏安特性的学生实验在内容上有所不同，测量

对象从线性元件转变为非线性元件．此类高考实验题，也能

在大学普物实验中找到相应的原型——非线性电阻伏安特

性瞳线的测定．而这类大学实验常用的测量对象就是二极管

和灯泡，只是大学物理实验中还进一步要求对非线性元件的

反向特性曲线进行测量描绘并加以分析。由此可以看出有部

分高考实验题以与大学普通物理实验内容相似的形式出现．

1．3实验步骤的相似

现在高考实验题更注重考查实验过程，突现“过程与方

法”的新课标理念．部分试题给出实验步骤要求学生填写顺

序编号，如2006年上海卷第16题、2006年江苏卷第13题．

更有些试题要求考生用文字表述主要的实验步骤．2005年

的广东卷第12题研究热敏电阻在不同温度下的伏安特性曲

线就是一例，要求考生简要写出完成接线后的主要实验步

骤．由于测量的是不同温度下热敏电阻的伏安特性曲线，所

以此实验步骤与普通测量小电珠伏安特性兹线实验的步骤

既有重叠部分，也有相异之处．而把大学物理实验中的“伏安

法测量电阻”与“用非平衡电桥研究热敏电阻的温度特性”两

实验的实验步骤筛选结合，就是此实验步骤试题的解答．

1．4实验操作要求的相似

与大学普通物理实验独立操作要求相似，高考实验题也

要求考生自己判断实验中需要记录什么物理量的数据、自己

写出步骤、实验过程中出现问题懂得故漳检查与排除、分析

误差来源等．如2005年全国理综卷Ⅲ第22题要求写出测量

电压表内阻实验过程中必须记录的数据(用符号表示)，并指

出各符号的意义．考查实验步骤的题目在2005年和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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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东卷都有出现．而2005年的上海卷第17题是有关排查

滑动变阻器断路故障的考题．2006年广东卷第12题要求考

生分析实验测量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这些题耳均考查了考

生独立完成实验的技能、严谨的科学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达能

力．但这通常也是考生的薄弱环节．

2原因分析

由上述的归纳可以看到，高考物理实验题和大学普通物

理实验在实验原理与方法、内容、步骤、操作要求等方面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现对其成因，探讨如下．

原因1：物理课程以螺旋上升的方式设置教学内容，使

得高中和大学物理存在着部分相似的教学内容．

参考2006、2007年全国各地的考试大纲和国内经典的

大学普通物理实验教材【1、2、3J，对两者包括的实验内容作比

较，发现有部分大学物理实验内容与中学的有不少联系之处

(如表1)．同时大学物理实验又是中学实验的改进与深化，

实验方法和实验仪器更先进、精度更高．例如中学实验基本

都是研究线性和理想状态的规律，而大学物理实验则引入了

非线性和非理想状态的实验内容．

表1中学物理实验与大学普通物理实验的内容对比

中学物理实验 大学普通物理实验

长度的测量 长度测量

验证牛顿运动定律 牛顿第二定律的验证

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用单摆测定重力加速度 单摆

用描绘法画出电场中平面上
用电流场模拟静电场

的等势线

描绘小电珠的伏安特性曲线 电学元件伏安特性的测量

测定金属的电阻率 测量导体的电阻率

把电流表改装为电压表 电表改装

用电势差计测量电池的电
测定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动势及内阻

练习使用多用电表／用多用电
多用电表的使用

表探索黑箱内的电学元件

练习使用示波器 示波器的使用

传感器的简单应用 传感器实验

测定玻璃的折射率 固体和液体折射率的测定

中学与大学的物理实验教材在内容上有一定的重复，但

在深度上又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这种螺旋上升的教材排版

模式体现了布鲁纳的教育观念，符合学生的认识心理特征，

也保持了一门学科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延续性．

原因2：大学普通物理实验的训练模式和能力培养侧重

点符合新课程标准理念．

中学和大学是两个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学物理实验的目

的是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能力，熟悉和掌握基本测量和基本

仪器的正确使用，学会科学探究的方法【4|．大学普通物理实

验的教学，除了对学生的基本实验能力进一步强化以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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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学生较大的独立性，要求学生以研究者的态度去组装实验

设备，进行观测与分析，探讨最佳实验方案．同时大学通过开

设设计实验课程，要求学生独立设计实验方案并操作实施，

训练学生综合的实验动手和动脑能力bj．大学这种设计与探

讨的实验模式和自主与创新的实验能力培养侧重点正是新

课程标准所提倡的．所以在新课标思想指导下编制的高考物

理实验题出现与大学物理实验相似的元素并非偶然．

原因3：高考作为一个选拔性考试是衔接中学与大学的

桥梁，适当地体现了大学的要求，以进行一定的承接．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基础人才，提倡自主探索研

讨，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这要求学生具备一定

的自学能力，能提出问题，独立思考，灵活、触类旁通地解决

问题，并善于迁移．高考是为了在众多考生中选拔出适合进

入大学学习的优秀人才．因此高考也需要对这些大学所需的

学习能力进行适当的考查，评估考生是否具备进入高等学府

继续学习的潜能．在高考中出现与大学普通物理实验内容和

要求相似的实验题，以实现和加强两教育阶段的衔接．

同时出卷者有部分是大学教师，熟悉大学物理实验的内

容与方法．在高考试题的编制中，他们便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把中学与大学的实验进行结合或迁移．

3建议与展望

通过归纳分析高考实验题与大学普通物理实验间联系

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希望对今后高考的出题和备考有所

启示．建议出题者可参考大学普通物理实验，作为一种出题

思路．

例如，将大学物理实验的难度适当降低，改编为高考试

题．甚至考虑把一些尚未在高中出现，但所使用的方法却仍

然是高中教学要求范围之内的大学实验内容，放进高考试卷

中，给予考生一个较新的情景，考察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同

时也以此方式，借助高考的指挥棒功能，更好地引导中学物

理实验与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衔接．

体现新课标方向的实验题在高考中将会占有相当重要

的地位，分数比重也会进一步加大．建议备考者和教师适当

关注与中学物理有联系的大学物理实验，与中学教材的实验

结合对比，多想几个为什么：实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

要采取这些实验步骤，实验步骤的顺序可以调整吗．进而扎

实地把实验复习真正落实到动手、动脑上，更好地备战高考，

提高实验题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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