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模板”约束，回归核心思维

2020年全国新课标一卷（山东卷)物理试卷以高考评价体系为基础，在考查

内容方面突出“素养为基，情境为景，探究创新，回归核心”，在考查高中物理基

础知识的同时，回归物理的核心思维——分析综合能力，体现了重视信息提取能

力、情景分析能力、创新应用能力的指导思想。

同时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将以往选修模块融入到力、电的知识中进行考

查，在题型结构、知识考查形式上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创新，且试卷考查内容广泛，

试题题量变多，考查更偏生活化情景，体现了“稳中求新”的特点。

一、以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重视信息处理能力

2020年全国新课标一卷（山东卷)物理试卷充分体现了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对于理解能力、模型构建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信息加工能力以

及实验探究能力进行了综合性考查。整套试卷文字阅读量增多，信息提取难度增

大，特别是对于信息加工能力的考查，贯穿试卷始终。

本套试卷阅读量较大，基本上每道题目都需要一定时间去理解含义。第 1
题中的 s-t 图象与第 6 题中的 p-V图象，需要考生能从最基本的图象中分别获得

加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以及热力学中的做功和内能变化。第 14 题的第 2问中

的数据表格，需要通过数据变化获取整个实验的改进方案，这些点都体现了新高

考注重考查考生对于图表等工具的信息加工能力，同时也考查了考生对于文字段

落的信息处理能力。

二、试题情境丰富，贴近科学技术和日常实践

2020年全国新课标一卷（山东卷)物理试卷总体考查情境更偏向生活化场景，

加强紧密联系科学技术进步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试题情景设计，考查考生灵活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实际问题情境中考查考生通过抽象建构

物理模型的能力，从而促进考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例如，第 1 题中的电梯问题、第 15 题中的“拔火罐”问题、第 16 题中的“滑
雪”问题以及 17题中的质谱仪场景，除了描述文字较多，对信息提取能力有所要

求之外，还对考生的模型构建能力提出了考验。考生需要将实际生活中的情境转

化为理想模型，再对模型进行分析，才能够得到最终结果。这也体现了新高考情

境丰富，贴近生活与科学技术的特点。

而第 7 题中的“天问 1 号”，第 13 题中提到的珠穆朗玛峰的海拔测量，以我

国优秀科学技术进步为背景，可以提升考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提升学习动力，激

发考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三、选修模块考查增多，跨模块考查成为常态

2020年全国新课标一卷（山东卷)物理试卷在选修模块中占比变多，体现了

山东卷考查知识范围有所拓展，对考生要求掌握知识和综合能力要求更高。尤其

是部分试题同时结合了必修和选修的知识，增强了考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选修模块内容题目增多，从之前的两道题目提升为五道选择题、一道综合题，

占比明显变多。且第 2题中将选修模块中的β衰变与电路中的电流强度部分有机

结合，不仅考查了考生对这两个基础内容掌握的情况，也考查了考生对于知识之

间的关联融合的应用能力。

四、不受考纲范畴约束，贴合课程标准命题

进入新高考后，考试范围有所放开。之前一些不在考纲范畴内的《课程标准》

知识点，又作为考点出现，这也是一种考试内容上“清新之意”的体现。

例如，第 4 题考查的振动方程知识点、第 16 题考查的斜抛知识点，第 17



题考查的粒子在非垂直磁场下的运动与受力知识点，在之前全国卷考纲中均不作

为考查的知识点，但又会出现在考生学习路径的必学内容中。因此，这类知识点

本身也应该获得考生的重视。同时，这也更加体现了新高考对于《课程标准》中

知识以及考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的考查。

五、实验设计思路创新、强化探究能力考查

2020年全国新课标一卷（山东卷)物理试卷在实验题必做实验中进行了创新

设计，不仅利用了生活化的实验仪器增强真实性，还考查了考生在实验中处理数

据、分析数据、改进实验的实验探究能力，有利于引导中学物理教学重视实验教

学和考生实验综合能力的培养。

例如，第 13题中利用生活中常用的手机摄像头作为实验仪器，不仅增强了

实验的真实性，让考生可以借助身边的仪器完成一些基础实验；同时也引导中学

物理教学中实验教学避免出现模板化的设计思路，提升考生的实验设计能力。而

第 14 题在必做实验“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中，将实际实验中常见的问题，

即某些数据变化较小的情况真实展现在考生面前，重点放在如何改进整个实验设

计，考查了考生的实验综合探究能力。

六、突破“模型化”物理，回归物理核心思维

2020年全国新课标一卷（山东卷)物理试卷中增强了非模型的物理考查，减

少了“大招化”快速解决模型的思路，更多的回归到物理的核心思维——分析综合

能力，尤其是一些场景复杂的问题，更加突出了物理核心思维的使用，引导考生

提升对综合性问题的分析能力。

例如，第 16 题中的“滑雪”问题在考查的内容中，不再是仅仅考查抛体问题

的基本运算，而更多是考查考生对于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思维。能否将本题中的

运动转为沿斜面和垂直斜面的分解，是解决本题的关键。而如果只是了解平抛或

斜抛的一些特殊结论、“大招”，并不能完全解决本题的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

复杂。

第 17 题中的三维粒子运动，不再是限制在二维的粒子运动情境，也很难再

用之前的“大招”“模型”去总结思路，更多的将题目的重点回归到分析问题、提出

思路、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中来，引导中学物理教学减少题型为主的教学方式，

更多重视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上来。

第 18 题中的多次碰撞问题，即使利用任何碰撞中的技巧和“大招”，也无法

避开最重要的物理核心能力，即分析综合能力。大部分缺乏分析综合能力的考生，

面对这一类题目都会出现束手无策的状态。同时题目中的数学运算中涉及到了数

列递推与等比求和的运算，也充分体现了对于考生综合能力的考查。

总的来说，2020年全国新课标一卷（山东卷)物理试卷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

本要求，突出了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实现了从知识能力目标向“核心价值、

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四位一体综合考查的转变。试题注重对物理核

心概念的本质理解、注重对探究能力、创新意识、分析能力的考查，对中学物理

教学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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