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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市学业水平等

级性考试物理试卷以《普通高中

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为依据，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

命题理念，延续北京特色，突出

主干知识考查，凸显素养立意，

实现教学和考试的良性互动。

试卷整体难度适中，在题型、题

量、分值设置方面保持稳定，试

题的素材选取、情境创设、呈现

方式体现时代特征，有利于考生

发挥出应有水平。

坚持五育并举，凸显学科育

人价值。试题充分发挥评价的

育人功能和导向作用，引领考生

从物理学的视角思考国家、世

界、民族、社会和生活，促进考生

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形成。例如，

“天宫课堂”的实验提高青少年

科学探索的兴趣，“雪如意”“中

科院的核聚变研究”“流浪地球”

“指南针”等元素激发考生的民

族自豪感，彰显文化自信。引导

考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例

如，排球运动中“垫球”过程分析

和跳台滑雪运动过程分析等试

题，让考生运用物理规律解决问

题，提升考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

趣，促进跨学科学习。再如开普

勒定律和引力的平方反比律等

试题，引导考生感悟物理学的普

适性、统一性和对称性，发现物

理规律中所蕴含的科学美。又

如利用压力传感器设计水库水

位预警系统、摇绳粗测地磁场等

试题，引导考生开展创新性实践

和创造性劳动。

推进素质教育，落实课标育

人理念。试题顺应学情变化作出

适度调整，作为新教材与新高考

结合的第一届，试题加大了从教

材中选取素材的比例，优化了难

度设计的梯度，低起点切入，有利

于缓解考生的紧张情绪。试题力

图彰显以学生为中心的命题理

念。考生面对教师没讲过、平时

没见过的新情境、新设问，考场上

现场学习、现场提炼，寻找需要的

条件，实现对考生学习能力和思

维能力的考查。例如，用手机的

秒表计时功能和水龙头控制水滴

滴落设计居家测量重力加速度的

方法，用理论推导得出的结果提

出测量北京地区地磁场磁感应强

度的大小和方向的思路，这类试

题引导考生在问题解决中认识到

知识的价值，并自主地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试卷遵循课

程标准内容要求，引领教学提质

达标，助力考生学业减负提质，有

助于避免超标学习、超前学习、机

械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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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试卷评价

试题围绕同一主题从不同

角度设问，考查考生的知识理解

水平和思维灵活性，有利于引导

教学落实基础知识理解，引导学

生学会思考。例如，第 17题创设

了水平击出的排球在空中运动

和被垫起的情境，前两问从运动

学视角分析排球的运动情况，第

（3）问则需要利用动量定理，从

相互作用的视角分析排球在垫

起过程中所受合力的冲量大小。

试题围绕同一主题从不同

层次设问，让不同水平的考生都

有展示的机会，帮助所有考生树

立自信心，不仅增加了试卷的区

分度，也有利于引导教学重视学

生能力培养，摒弃机械刷题。例

如，第 16题围绕测量重力加速度

这一考生熟悉的问题，前三问主

要考查利用打点计时器测量自

由落体运动的加速度，这属于课

标规定内容，第（4）问则结合居

家学习的真实情境，要求考生利

用手机和刻度尺等器材设计测

量重力加速度的创新方案。

试题围绕同一主题呈现新

颖的开放性设问，通过考生的设

计创造活动，考查考生的创新思

维能力和设计实践能力，有利于

引导教学加强学生创新素养培

养。例如，第 13、16、20 题都是

关于创新性实践方案的设计，第

13 题是对水库水位预警系统创

新设计方案的学习理解，第 16题

要求考生用身边的实验器材设

计不同于教材中已有的测量重

力加速度的方案，第 20题则要求

考生利用霍耳效应测量北京地

区地磁场磁感应强度的大小和

方向，这些创造性设计任务具有

一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侧重考

查高阶思维能力，引导考生学以

致用，实现从“做题”到“做事”的

转变。

试题聚焦对主干知识考查，

以考生熟悉的情境，变换设问角

度，考查考生对知识的深层理

解。例如，第 1 题考查应用玻尔

理论解释氢原子能级跃迁问题，

第 4 题考查理想变压器的原理，

第5题和第12题考查斜面模型，

第17题考查抛体运动，这些都是

考生熟悉的模型。这些问题源

于教材，是中学物理的基础和典

型问题，有利于考生顺利进入作

答状态。试卷注重考查思维过

程，简化数学运算。

围绕主干知识，创设典型的

问题情境，深入考查考生对基本

概念、基本规律的理解和掌握，

引导教学依据课程标准、遵循教

育规律。例如，第 6 题考查机械

横波的形成过程；第 8 题对比

“水流星”在地面和“天宫”核心

舱中运动规律的异同；第 7 题对

比正负电子在同一磁场中运动

规律的差异，引导考生注重概念

和规律的形成过程，加强对基础

知识的融会贯通，促进考生物理

观念的形成和深化。

以学业质量标准为依据，通

过多角度、多层次设问，全面考

查考生知识和技能的结构化水

平，引导教学重视学生知识体系

的建构，领悟知识建构中所蕴含

的思维方式，在问题解决中实现

知识和方法的迁移。例如，第19

题考查考生从不同的视角认识

天体运动的规律，其中第（1）问

建立椭圆运动模型从能量的视

角分析做功问题，第（2）问建立

圆周运动模型从运动和力关系

的视角进行推理论证，而第（3）

问则要根据题中信息“地球流浪

前后的温度一样”建立能量辐射

模型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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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聚焦真实问题情境，

让考生了解真实世界的图景，

学会思考。试题侧重考查考生

基 于 真 实 情 境 多 角 度 理 解 事

物，建立情境与知识的联系。

例如，第 12 题以跳台滑雪运动

为情境，引导考生思考运动员

在助滑、起跳、飞行和着陆不同

阶段的物理学原理，第 13 题引

导考生利用压力传感器设计水

库水位预警系统，解决实际问

题，第 14 题引导考生多角度思

考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

装置的科学道理，第 17 题联系

考生生活实际，从运动与相互

作用的视角考查体育课中排球

的运动规律。

通 过 丰 富 试 题 的 呈 现 形

式、设置新颖的问题角度，增强

试题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全面

考查考生的科学思维能力。例

如，第 20 题第（1）问考查利用摇

绳模型对地磁场的估算，第（2）

问考查霍耳效应的原理，第（3）

问则引导考生思考运用霍耳效

应测量北京地区地磁场磁感应

强度的大小和方向，设问层层

递进，引导考生由浅入深思考

问题。第 3 题考查理想气体的

p-V图像问题，第10题考查物体

的x-t图像，第17题则呈现排球

运动的情境，第16题呈现实验装

置示意图、纸带和 v-t 图像。通

过材料、实验、数据、图形、表格

等多种方式，引导考生用物理语

言去分析、描述、解决问题。

试卷凸显物理实验的基础

性，从不同层次考查考生的实验

设计等实践能力。

试题以考生必做实验和演示

实验为载体，重点考查考生对基

础实验知识、基本实验技能和基

本实验方法的理解，引导教学加

强实验能力培养，实验应做尽

做。例如，第15题延续2021年实

验试题的命题思路，分别从实验

原理、实验操作、数据分析等不同

角度考查了伏安法测电阻、多用

电表使用、测量电源电动势和内

阻等三个实验，增加了实验考查

的覆盖面。

试题围绕实验或者实践情境

设计不同层次的设计性任务，让

考生在实验设计创造活动中展现

创新思维能力，引导教学实践在

对实验学习内容深层理解的基础

上加强实验方法的拓展延伸，突

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例如，

第 15 题最后一问拓展到使用电

压表诊断电路故障，第 16题拓展

到重力加速度测量的创新方案，

第 20 题拓展到地磁场磁感应强

度的估算与测量。

总之，试卷在整体难度、任

务情境、设问方式等方面精细设

计，兼顾科学性、合理性、时代

性。从整体上看，2022 年北京市

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物理试卷

是一份富有时代特色、具有北京

风格的试卷。

基于真实情境设计问题，深化关键能力考查

围绕同一主题多角度、多层次设问

发挥试卷的甄别、选拔功能

加强实践能力考查

引导教学重视实践能力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