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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基础 ，重视能力
——对近五年广 东 高考物理 实验题 的分析与 对策

郭 嘉 颖 吴先球 （ 华 南 师 范大 学 物理 与 电 信工 程 学 院 广 东 5 1 0 0 0 6 ）

摘 要 广 东 高 考 实验题命题趋 势从机械 记 忆 向 分 析理 解 实 验原 理转 变 ； 注重 操作 过程 的 考 查 ，
由讲 实验 向 做 实验 转

变 。 因 此 高 考物理复 习 必 须 转 变思 维 ，
重视 实验原 理 的 深刻 理解 。 同 时注 重科 学探 究 能 力 的培 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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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是一 门 以 实验 为基础 的科学 。 在高考物情况 ？ 怎 么样才可 以避免 ？ 笔者对 自 广东高考理综

理的考查 中 ，实验题是考卷中 的必考内容 ， 同 时也是卷 2 0 1 0 年实行 以来的广东高考实验题进行分析 ，提

学生容易失分 ，影响 学生考试心理和最终结果的 重出学生和教师复习 的建议 ，有助提高学校实验教学

要因素 。 但是历年 来 ， 广东高考的 实验题存 在难 度的水平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

系数 中等 ，得分率不 高的 问题 。 为什么会 导致这种

一

、 2 0 1 0 年一 2 0 1 4 年广 东高 考 实验题 回顾

表 1 近五年高考实验题考点统计


年份实验内容考查基本技能考查分析综合能力
“

识记 ： 打点计时器周期
—

勻变速直线运 动读数 ： 刻度尺读数

2 0 1 0

计算 ： 纸带读数算速度
7 7 3 7 7 7 7 7 7 7 7连线 ： 利用给定器材连接 电路 ｉ． 通 过读数计算 电 池内 阻 ；

2 ． 误差 分析
测干 电池 的 电动势和 内阻



读数 ： 电 阻箱的 读数


完成 实验步骤


匀变速直线运 动


读数 ： 刻度尺读数


图 象法处理数据 ： 读 图 表 ，计算 加速度

识记 ：利用多用电表测电阻
2 0 1 1

描绘小灯泡的伏安特性 曲线连线 ：用 给定器材连接电路


表格 数据分析填空



识记 ：滑动变阻器的应用


通过表格数据分析填空
探究弹力与弹賛伸长量关系识记 ： 刻度尺与弹簧的使用

读 图 ，分析图 表
2 0 1 2


＾＿读数 ：游标 卡尺读数滑动变 阻器的应用
测量导体电 阻率



读数 ： 螺旋测微器读数


替换法 测电 阻


识记 ： 实验方法


匀变速直线运动识记 ：打点计 时器


2 0 1 3



计算 ：纸带 算速 度和加速度


＿连线 ： 用 给定实 物器材连线办 ， 一

电 流表法 测电 阻


图象法处 理数据



识记 ：欧姆定律 、并联 电路 的 规律
“

计算 ： 表格 数据分 析气垫导 轨实验 方法
弹賛 弹性 势能与压缩 量关系

识记 ：机械 能守恒定 律填 空分析 图象得出 结论
2 0 1 4

＿读数 ： 电表读数分析实验风险
传感器 电路

；





识记 ： 变阻器使用及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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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重视 能力
二 、 近 五年 局 考实 验题特点分析

试题在考査第
一层次技能 的 同时汪重考查考生

从 以上的 回顾可 知 ， 近五年高考题主要 由 力 学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 解决问 题 的能力 。 根据新课程

和 电学两道小题组成 ，从物理实验的基本要求 出 发 ， 标准 ，试题着重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进行考査 ，可 分

涉及两大层次的考查 。 第
一层次是基本技能 。 基本为 以下这几种能力 ：

技能指能独立完 成广东物理高考考纲要 求的 1 3 个（ 1 ） 实验设计能力

物理实验 ， 明确实验 目 的 ， 理解 实验原理和方法 ，会对近年高考实验题 的 回顾 ， 可 以看 出 。 实验设

使用仪 器 ，会观察分析实验现象 ，会处理基本实验数计类试题 已 成为这几年 考题 的亮点 ， 这类考题既 考

据 、得 出结论 。 第二层次是分析综合能力 ，包含了能察了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 又考察了操作 、 设计

发现问 题 、提 出 问题 、并制定解决方案 。 能运用 已经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全面性和灵活性 。 我们预计

学过的 物理理论 、实验方法和实验原理去处理问 题 ，今后两年的 实验考题将主要围绕这种类 型出 现 。 因

包括简单的设计性 实验 。 实验试题基础 与 能 力 并此 ，教师应当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 ， 注重对

重 ，常规和创新兼备 ， 实现 了高考题
“

保底
”

和
“

选拔
”

实验操作和 设计性思维的培养 。

的功能 。例 1（ 2 0 1 4 年 ） 某 同学根据机械 能守恒定律 ，

1 ． 立足基础设计实验探究弹簧的弹性势能与压缩量 的关系 。

广东高考物理近五年都对基本技能进行细致全① 如 图 1 （ ａ ）所示 ，将轻质弹簧下端固定于铁架

面的考查 。 值得注意的是 ，在力学实验方面 ， 连续 3台 ，在上端的托盘 中依次增加砝码 ， 测得相应 的弹簧

年考查刻度尺的读数 ；此外 ， 螺旋测微器 、游标卡尺长度 ，部分数据如下表所示 ， 由 数据算得劲度系 数为

和 电表的读数考查频 率高 ，相应 的学生对基本技能Ｎ ／ｍ （ｇ 取 9
． 8 ｍ／ ｓ

2

） 。

的掌握情况却不容乐观 ， 因此务必引 起广大师生 的Ｓ 3

Ａ 度姿 洋


砝码质量 （ ｇ ） 5 0 1 0 0 1 5 0

表 2 近年实验读数考查








弹簧长度 （
ｃｍ ） 8

．
6 0 7

．
6 36

．
6 6

年 份刻 度尺螺 旋测微器游标卡 尺电 表 ．

2 0 1 0ＶＶ② 取下弹簧 ，将其
一

端 固定 于气 垫导轨左侧 ，

2 0 1 1ＶＶ如 图 Ｋ ｂ ）所示
；
调整导轨 ，使滑块 自 由 滑动时 ，通过

2 0 1 2ＶＶＶ两个光电 门 的速度大小


。

③ 滑块压缩 弹簧 ，记 录弹簧 的压缩量 。 释放

、
…滑块 ，记录滑块脱离弹簧后的 速度 仏 释放滑块过程

2 ． 方法 迁移中 ， 弹簧的弹性势能转化为
新课程要求料補鮮犯程 巾 ， 体赌学④ 重复③ 巾隨作 ，翻 〃 与 ” 的关系 如 图 1

（ ｃ ）所示
。
由 图 可知 ， 。 与 ｒ 成

“



”

关 系 ， 由

■上述实验可得结论⑷ 同
－根弹簧 ，弹性势能与弹簧

题。 近五年来 ， 高考的命题引 导教师和学生在教学ｗ
和 复习 中重视实 验的 操作 ，在原有 的实验原理 的基

础上 ，拓展和迁移不同 的实验方法 。砝码ｐ
／ｍｓ

1

2 0 1 0 年电学实验题 ，迁移 了测量电 源 电动势和 丨 ‘光 电门Ｈ／

内 阻实验 ；

2 0 1 2 年 ，从原来 的伏 安法测量金 属 丝 电 0 ． 3
：／

阻率迁移 了替换法 测 电 阻 ；
2 0 1 3 年 ，在 欧姆 定律和 ｒｍｉ，Ｉ／”、

／

并联电路的 规律 的基础上迁移 了测量电 阻的 方法 ；
Ｌ

＂

Ｊ 0 1 2 3  4 5 6 ＾／ｃｍ

2 0 1 4 年 ，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和气垫导轨的原理迁（ａ ）（
ｂ）（

Ｃ
）

移 了弹簧弹性势能和 弹簧压缩量的关系 。ｇｊｉ

以上实验都是根据原有 的基础进行迁移 。 对于

实验教学 ，不能简单地按课本 的要求进行重复麵

操作 ，更雌重对实验賴和方励縮滅用 。

鮮生平时学过的 。 首先 ， 该题考Ｓ了 根据表格 中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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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计算劲度系数 ，属于基础知识考查 。 第二 ，该题习必须转变思维 。

迁移了
“

探究弹力和弹簧伸长 的关 系
”
的 实验方法 。作为教师 ，

应重视实验前准备 ，让学生理解实验

列表记录实验数据 、用平 均值 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原理和 目 的 ，熟悉实验仪器操作方法和步骤 ，在实验

是非常基本的实验方法 。 第三 ，该题为创新试题 ，学时让学生规范正确地完成实验并处理数据 。
最后给

生需根据实验原理 ，对实验进行简单设计 ， 了解新实予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 ，寻找改进实验的方案 ，有效

验基本步骤 。 最后 ，该题需要学生根据图象分析数提高学生实验技能 。

据从而得 出实 验结 论
，
考查 了 学生数据 分析处 理作为学生 ，实验前做好充足准备 ，做好实验 同时

能力 。突破思维局限 ，从被动灌输转变到主动学习 ，无论对

（ 2 ） 实验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学生高考还是今后的工作生活都受益匪浅 。

实验的重要 目 的 是对实验数据进行分 析与处 3 ． 开拓思 维重能 力

理 ，从而得出 实验结果或结论 。 数据处理 的方法常图象法处理实验数据作为高考近年的热点 ，教

用的有平均值法 、列表法和作图法等 ，其中作图法处师应逐步培养学生实验数据处理能力 ，分析误差能

理实验数据是物理实验中最常用的方法之
一

，用作力等 ，笔者建议教师能够把握实验完成的时机来对

图法处理数据由 于直观 、简便的特点 ，深受近年高考图象处理数据的 问题加以讲解剖析 ， 或者通过实验

命题者喜爱 。 图象法主要考査由 图线的斜率 、截距 、 报告 的方式来进行评价 ，必能逐步培养考生图象法

包围面积等可以研究物理量之间 的变化关系 ， 总结处理数据能力 。、

规律或者计算某些物理量 。物理作为
一

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之上 的学科 ， 实

＝
广年高老物理实睑颞各老对笛验也是高考考Ｓ的重点 内 容之

一

。 分析近五年的题
二 、 ㈣

目 ，知 己知彼 ，制定合适的复习策略 ， 温故而知新 ，将

1
． 重视基础不 动摇会帮 助学生打好物理基础 ，让高考成绩百尺竿头更

广东高考物理注重基本技能 的考查 ， 巩固学生进一步 。

物理基础 ，
深受师生认可 。

2 0 1 5 年高考应该会继承

这一理念 ， 因此高三师生在复习备考中 ，
应把握高考参考文献

形势 ，切实做到不受干扰 ，认真练好基本技能 。 ［ 1 ］ 李新 乡 ’ 张德 启 ’ 张军朋 ？ 物理 教学论 ［ ｍ］ ？ 北 京 ：科学 出 版

2 ． 科 学探究须 坚持
ｔｔ ’ 2 （Ｋ＞ 5

＾ ［ 2 ］ 左祥胜 ． 高考物理实验复 习 应回 归何处
一

近 5 年江苏高考

级 年广东物理高考
■

头 验题 ， 其命
？

题趋势从物理实验试题 的
．

分析与思考ｍ ．物理教师 ，
2 0 1 3

，
3 4

（
8 ）

机械记忆向分析理解实验原理转变 ：注重操作过程［ 3 ］ 陈信余 ． 广东省 2 0 1 0 年高考理科综合物理试题 的特点及分析

的考查 ， 由讲实验 向做实验转变 。 因此高考物理复ｍ ． 物理教学 ，
2 0 1 0 （ 9 ） ：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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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圆的几何关系可得 ：到圆弧上时的动能从 Ａ 点到 Ｂ 点先减小后增大 ，选

工
2

＋ ｙ ＝ 只
2项 Ｃ 正确 。

＿，点评 ：平抛运 动的 极值 问题可 能涉及时间 、 速

度 、位移等物理量 ，
表现形式不 同

，但解题思路类似 ，

Ｅ
ｋ

＿ 丄
胃 。

2＝
ｍｇｙ都需要运用ｇ动学规律结合几何图形关系式分析 ，

＂

2
°

甚至需要功能关系 的运用 ，要求学生对不 同的关系

联立解得 ：
式能灵活处理 ，正确分析极值 的数学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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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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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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