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续“北京特色”巩固改革成果

稳步推动创新
——北京市2022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物理卷试题特点

北 辰

坚持“稳中求进”命题工作总基调，延续“北京特

色”，巩固改革成果，稳步推动创新。

命题理念的稳定。2022年物理卷命题继续坚持对

“物理本质”的考查，注重选择日常教学经常涉及的常

规问题和简单情境为命题素材，注重从日常生活实际

情境中选取素材，考查考生对基本概念和规律的物理

本质的理解；考查考生分析并解决原始问题、实际问题

的能力；考查考生发现问题、表述问题、分析论证并解

决问题的能力。

能力考查的持续探索。以考查科学探究能力的实

验题为例，2022年继续拓宽实验能力考查的范围，首次

将实验过程中的故障分析作为考查内容，引导教学打

破一线实验教学中的“按部就班假探索”的实验教学弊

端，切实引导中学“真做实验真探究”。此外，在学生实

验的拓展性考查上进一步深入创新，要求考生基于学

生实验原理，但跳出学生实验情境和实验室环境，利用

生活中物品开展实验探究活动。

内容体系的逐步完善。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

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如试题对中国科学院全

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天宫课

堂”、我国首座国际标准跳台滑雪场地“雪如意”等内

容的呈现，引导考生关注时代发展，呈现我国新时代

科技发展的新成就。利用压力传感器设计水库水位

预警系统、居家测量重力加速度、摇绳粗测和运用现

代科技准确测量地磁场等试题，引导考生开展创新

性实践和创造性劳动。对排球运动中“垫球”过程和

跳台滑雪运动过程中蕴含的物理原理的考查，引导

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思考其中的科学原理，提升参与

体育活动兴趣和运动技能。开普勒定律和引力的平

方反比律等试题内容，引导学生感悟物理学“大道至

简”的科学美感。

顺应学情变化的适度调整。根据教学端学情的变

化，物理命题进行了针对性的技术调整。一是切实回

归教材，加大从教材选取素材的比例，大量试题源于教

材内容。二是优化难度设计，低起点切入逐步提升，避

免考生作答过程中情绪的大幅波动。选择题、实验题、

论述题三部分均从最基础、最简单、学生最熟悉、最易

上手的问题作为起点，有利于考生调节心态，缓解紧张

情绪。此后逐层递进，逐步深入，力求让考生在物理考

试过程中心态平和，适度紧张。

总体概况 试题特色

1.素材选取鲜活多样

贯穿古往今来。第 19（2）题即以引力

平方反比律为素材，要求考生亲历先贤的

思维过程，考查考生的模型建构和推理论

证的科学思维。第 14 题以中国科学院在托

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运行的世界纪录为

背景素材，考查了考生获取新信息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打通课堂内外。2022 年物理卷命题紧

密结合生活实际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运

用物理观念认识自然现象，理解生活情境。

第6题将生活中常见的“绳波”为素材考查机

械波的基础知识，第8题将“手持细线拉着小

球做圆周运动”的情境从课堂移至“天宫”、

第 16（4）题将“利用自由落体运动测量重力

加速”实验由实验室环境移至“居家学习”环

境等，这些试题均深入结合实际生活情境，

引导学生运用物理学知识从物理学视角认

识思考生活情境。

连接现实科幻。2022 年物理试卷既有

对于生活情境的思考，也有基于科普科幻情

境的问题创设。第 8 题以“天宫课堂”为背

景，通过对在“天宫”和地面进行同一实验的

对比分析，第 19（3）题以电影《流浪地球》涉

及的科幻题材切入，以为地球寻找绕某新恒

星运动的适宜人类居住的公转轨道设置问

题情境。

2.问题设计灵活开放

第16（4）题要求考生写出实验需要测量

的物理量及相应的测量方法，答案并不唯

一，考生答案言之成理、科学可行即可。第

20 题是物理学科命题在“开放性”上的进一

步尝试，尤其是第（3）问的解答也具有较强

的开放性，考生可设计多种不同测量思路，

为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发散性提供了充分

展示的平台。

3.能力考查综合深入

突出实践能力。第 13 题以某同学设

计利用压力传感器设计水库水位预警系统

为背景设置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学会把实

际情境转化为解决问题的物理情境，把情

境中需要完成的工作转化为相应的物理问

题。第 16（4）、20（3）题则直接考查考生的

实践能力，要求考生根据题目要求设计测

量思路。

考查学科本质。以第 12 题为例。试题

要求考生能够根据题目信息，分析并理解跳

台滑雪各个动作背后的物理学原理。第 14

题则突出考查考生对学科概念、规律的物理

本质的深入认识，如对核反应中释放的核能

与参与反应的粒子的机械能的辨析与理解，

对托卡马克装置需高温运行的内在原理的

思考等。

4.素养立意逐步进阶

2022 年物理卷探索了不同核心素养以

及核心素养的各个组成要素的考查，在此基

础上，基于不同物理情境，通过设计不同层

次和能力要求的问题，力图体现核心素养不

同水平的考查和区分。

以模型建构为例。第 19 题完整呈现了

三个水平的考查。第（1）问要求考生熟练

运用行星绕太阳做椭圆运动的模型，符合

“能在熟悉的问题情境中应用常见的物理

模型”的水平 2要求；第（2）问要求考生根据

问题需要选择行星绕太阳做圆周运动的模

型完成引力平方反比律的证明，符合“能在

熟悉的问题情境中根据需要选用恰当的模

型解决简单的物理问题”的水平 3 要求。

第（3）问则要求考生将地球在新公转轨道

的温度与接收恒星的辐射量进行关联，并

建立恒星向外辐射能量的模型，符合“能将

实际问题中的对象和过程转换成物理模

型”的水平 4 要求。

以制定探究方案为例。第16（1）（2）（3）

问要求考生根据已有的科学探究方案，使用

基本的器材获得数据，符合水平 2 的要求。

第（4）问符合“能在他人帮助下制定科学方

案，使用基本的器材获得数据”的水平 3 要

求。第 20（3）问更进一步，要求考生仅根据

第（2）问的结论，制定测量北京地区地磁场

强度的思路，符合“面对真实情境，制定有一

定新意的科学探究方案”的水平5要求。

在实现 2020年高考理综卷向等级考单科卷的改革平稳落地和 2021年等级考命题的进一步稳

定发展的背景下，2022年物理卷命题进一步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力求物理命题有利于导向中学教

学，有利于高校选拔新生，促进高中、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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