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北京市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物理试卷评析

2020 年北京市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以下简称“等级考”）物理试卷立足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教育部统领四省市制定的《高中物理学科教学指导意

见（2017 年版）》为依据，努力实现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功能。

试卷坚持以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作为考查主线，重视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基本方法的考查，突出对模型建构、推理论证、质疑创新等科学思维的考查。试

卷题型结构、题目数量相对往年理综卷的物理试卷有所变化；试题的任务情境简

洁明了，设问有梯度。整体上看， 2020 年等级考物理试卷坚持能力立意，重点

考查物理学科本质，重在解决综合性问题中考查考生的素养发展水平，是新高考

背景下等级性考试命题的一次新探索。

一、试题注重素材类型的多样化，强化核心价值引领

等级考应该发挥核心价值的引领作用。核心价值引领需要在真实的生产生活

实践、学习探索等生动情境中渗透，而不是把核心价值作为知识进行考查。

关注科技进步，结合我国重大科技成果，展示我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

有利于考生增强民族自信心，厚植爱国情怀。例如，第 5 题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命名的“天问一号”为背景材料，考查了应用万有引力定律、第一宇宙速度、

第二宇宙速度等知识解决发射速度及火星表面重力加速度的问题，引领考生关注

科技前沿，关注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激发考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和使命

感。

关注科技前沿，注意选用人类文明成果，增长考生见识，丰富考生学识，引

导考生关注科学和技术发展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例如，第 3 题以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为背景，考查考生对科技前沿和科技知识的了解，展示科学技术在通信



领域的重大突破，体验科技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引导考生关注国家

科技发展，关注科技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关注社会生活，注重德智体美劳相结合，关注考生自身的学习探索过程，创

设真实的学习探究情境。例如第 1 题，以观察日常生活和实验中的光学现象为背

景，引导考生观察现象，独立思考，理论联系实际。

二、注重考查内容的多角度，为高校选拔全面发展的人才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教育应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级考应在核心价值统领下对知识、素养、能力等进行全

面考查。等级考应将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作为整个试卷考查内容的重心，作为区

分考生的主要指标，提高人才选拔的效度。

试卷重视对考生必备知识及其结构化的考查，这些知识具有可迁移性，是考

生终身发展、应对现代和未来社会发展挑战的基础。例如，第 12 题以设计简易

温度计为背景，引导考生类比欧姆表的设计思想分析出电流和温度的关系，考查

考生的迁移能力；第 14 题以考生熟悉的篮球下落为背景，引导考生从运动和相

互作用的角度对篮球的运动进行分析，体现了对考生必备知识的考查。第 20 题

把列车电气制动的原理简化为金属棒在磁场中的运动模型，引导考生分析加速度

和速度的关系，体现了对考生关键能力的考查。

试卷强化物理实验的基础性地位，以实验基本原理和实验基本操作为基础，

多角度考查考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例如，第 11 题以考生熟悉的摩擦力测量为背

景，设计了新的实验方案，考查考生对摩擦力概念、摩擦力测量实验原理的理解，

体现了等级考对实验设计能力的更高要求；第 15 题以“探究加速度与物体受力、



物体质量的关系”的实验为背景，考查实验的基本原理、基本操作，体现了对考

生探究能力的考查。

试卷以在真实情境中顺利提取并灵活运用思维方式解决问题作为关键能力

与学科素养考查的主要途径。例如，第 14 题以篮球释放为情境，引导考生对篮

球的运动进行分析，考查考生灵活运用运动合成和分解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的能

力；第 17 题以无人机释放包裹为情境，考查包裹落地的距离、速度并写出轨迹

方程。全面考查考生的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等能力。第 20 题以试验

列车的真实情境为背景，从观察加速度—速度图像获取信息并进行推理，分析列

车电气制动中的加速度与速度关系，全面考查考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三、注重问题设计多层次，全面考查考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试卷的问题设计从基础性、应用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等不同层次展开，体现

对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全面考查。

试卷突出基础性，加强对基本概念、基本思想方法的考查，给考生提供深度

学习和思考的空间。例如，第 5 题以“天问 1 号”为背景，涉及万有引力定律、

宇宙速度、重力加速度等相关知识，对考生的物理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查，

要求考生具备较好的应用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养；第 10 题涉及分

子力、分子势能和分子动能等相关内容，考查考生利用图像信息结合对分子运动

过程中作用力及能量变化进行推理和判断，对考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进行了比较具

体的考查。

试卷体现综合性、应用性与创新性，通过设置真实的问题情境，考查考生灵

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第 8 题以带电的橡胶圆盘附

近小磁针的偏转为背景，涉及电荷、电流、磁场的产生、磁场力等知识，要求考



生关注不同知识之间的联系，从电流的形成原因，到磁场的产生，再到小磁针的

偏转等，引导考生整合所学知识，进行推理、判断和解释；第 17 题选择无人机

投放包裹这一真实案例，引导考生全面研究释放包裹飞出后的飞行距离、落地速

度、飞行轨迹等运动情况，考查考生简化问题、建构平抛运动模型并结合数学知

识推导其运动轨迹，由此实现真实问题情境下对考生综合运用知识和能力的考查，

考查考生学以致用、应对生活实践问题情境的学科素养，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创

新。

试卷中的第 13 题选取考生熟悉的牛顿摆实验，但设问的角度富有创新，鼓

励考生摆脱思维定势的束缚，勇于打破常规，重在考查考生基于物理过程进行独

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四、体现对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查，顺应时代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召唤

关键能力不仅包括考生已获得的模型建构、推理论证等物理学科能力，还包

括在未来获取新知识、建构新知识体系的学习能力，以及面对新情境、新问题摆

脱思维定式的束缚，大胆创新创造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个体应对

信息化社会为未来不确定性现实生活挑战所必需的能力，也是国家应对国际科技

竞争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人才的要求。因此，侧重对考生学习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考查，是对等级考发挥服务选才和引导教学导向的必然要求。

试卷创设合理情境，引导考生获取并理解新信息，整合新信息与已有知识，

建构新知识，并解决新问题。例如，第 14 题以考生经常参加的篮球运动为背景，

设置篮球既有平动又有转动的真实问题情境。面对新情境，考生首先要从试题中

提取相关信息：转动的篮球在运动过程中除受重力外，还受到空气施加的阻力和

偏转力的作用，然后根据力和运动的关系整合这些信息，建构篮球既有平动又有



转动的物理模型，通过推理论证，分析篮球的运动情境，从而得出结论。篮球运

动贴近考生的生活实际，是考生经常参加的体育活动，引导考生从物理学的视角

关注体育运动，养成从物理学视角看待客观世界的习惯。

试题创设合理情境，设置新颖的呈现方式和设问方式，要求考生在新颖、陌

生情境中主动思考，发现新问题，迁移应用已有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完成开放性

和探究性任务。例如，第 20 题以试验列车利用计算机控制制动装置，实现安全

准确进站停车为情境，创造性地以加速度随速度的变化曲线呈现其运动规律，引

导考生理解简化的物理模型，通过推理论证列车电气制动产生的加速度大小随列

车速度变化的关系，考查考生面对新情境，建立所学知识与新情境的联系的意识，

引导考生在解决探究性任务中展示自己的关键能力与核心素养，关注科技前沿，

引导考生从物理学的视角认识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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