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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物理情境化试题的
命制理念、内涵和特点
———以 2023 年高考全国卷物理试题为例

李　 勇

　 　 【摘　 要】情境化试题命制是高考命题改革的重要内容,高考物理学科将试题情境划分为生活实践和学习

探索等两大类六小类情境。 文章以 2023 年高考全国卷物理试题为例,结合不同类型情境对考查目标、考查内

容和考查要求进行分析,指出情境化试题命制要坚持真实性、完整性和适切性的原则,并对中学物理教学提出

建议,即要注重基础、注重系统、注重应用。
　 　 【关键词】高考命题改革;物理命题;情境化试题;2023 年高考物理试题分析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颁布,指出“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革。
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科学设计

命题内容,增强基础性、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

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1]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积极贯彻落实文件精神,
于 2019 年 11 月发布《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以下简

称“高考评价体系”),创新性构建了“一核四层四

翼”的高考命题框架,并且提出“情境”和“情境活

动”作为承载“四层”考查内容和“四翼”考查要求的

载体。[2]《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指出,考试命题应注重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学

生生活经验,强调综合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的考查,要有利于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3]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以下简称“课程标准”)提出要通过学生应对复杂

现实情境,参与相应探究学习活动中的外在表现来

考查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应创设类型多样的、具有一

定复杂程度的、开放性的真实情境作为试题的任务

情境。[4]

可见,不论是高考命题改革,还是高中课程改

革,都展现了情境的重要性。 近年来,情境化试题的

命制成为高考命题改革的重点。 通过情境化试题设

计,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学科素养,鉴别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高考能力考查的信度和效度,引导我们继续

推进指向核心素养的教育教学改革。 本文结合 2023

年高考全国卷物理试题的命制,对高考物理情境化

试题命制的理念、方式方法进行分析说明。
一、情境的含义

罗日叶认为,在学校教育中,“情境”通常指教师

和学生在学习中的互动,具体而言,常常有两种不同

的含义,一是指教师和学生组织的某个活动(课堂情

境);二是针对某个既定任务,要求学生联结起来的

一组背景化的信息,就是按照一套学习来表现某个

既定障碍的一个情境。[5] 高考评价体系提出了“情
境”和“情境活动”,认为“情境”即“问题情境”,也就

是罗日叶所说的第二种情况,指的是真实的问题背

景,是以问题或任务为中心构成的活动场域;“情境

活动”是指人们在情境中所进行的解决问题或完成

任务的活动。[6]

高考评价体系把“情境”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

实践情境”,与日常生活以及生产实践密切相关;一
类是“学习探索情境”,来源于真实的研究过程或实

际的探索过程,涵盖学习探索与科学探究过程中所

涉及的问题。 基于分类,根据物理学科的特点,高考

物理将试题情境划分为两大类六小类。 其中,生活

实践情境包括与大自然中物理相关的现象、与生产

生活联系紧密的物理问题、科技前沿等三类,学习探

索情境包括了物理学史问题情境、课程标准和教材

中的典型问题情境、科学探究的问题情境等三类。[7]

在此基础上,高考评价体系根据 SOLO 分类理论,将
高考的考查要求、情境的层次和命题要求联系起来,
形成了基于情境的考查框架(见下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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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情境层次 命题要求 能力结构化程度

基本层面的情境 要求学生调动单一的知识或技能解决问题

综合层面的情境
要求学生在正确思想观念引领下,综合运用多种知识或技

能解决问题

生活实践或

学习探索情境

要求学生在正确思想观念引领下,综合运用多种知识或技

能来解决生活实践中的应用性问题

开放性的生活实践或

学习探索情境

要求学生在正确思想观念引领下,在开放性的综合情境中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形成创造性的结果或结论

　 　 二、高考物理情境化试题示例及分析
高考物理命题一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结合生

产生活、现代社会及科技发展设计试题情境,反映当
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和科学思想,考查学生
学以致用的能力,凸显物理学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
的应用价值。 近些年来,高考物理选取了许多与自
然现象、日常生活、体育运动、航天航空、医疗应用、
传统文化等相关的素材,充分体现了情境化试题设
计的原则和方法。 2023 年高考全国卷物理试题依据
高考评价体系要求,继续突出情境化试题设计思路,
加强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

(一)联系生产生活的情境

【例 1(2023 年高考理综新课标卷第 24 题)】
将扁平的石子向水面快速抛出,石子可能会在

水面上一跳一跳地飞向远方,俗称“打水漂”。 要使

石子从水面跳起产生“水漂”效果,石子接触水面时

的速度方向与水面的夹角不能大于 θ。 为了观察到

“水漂”,一同学将一石子从距水面高度为 h 处水平

抛出,抛出速度的最小值为多少? (不计石子在空中

飞行时的空气阻力,重力加速度大小为 g)
【分析】该题是一道与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生活

实践类情境试题,属于基本层次情境。 试题以学生比
较熟悉了解的“打水漂”游戏为背景,考查学生运用运
动学规律分析石子运动情况的能力。 试题比较容易,
学生只要根据平抛运动的规律,建立水平方向和竖直
方向的运动方程,并知道水平速度、竖直方向速度以
及夹角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根据题给条件解决问题。

(二)联系科技前沿的情境

【例 2(2023 年高考理综新课标卷第 17 题)】
2023 年 5 月,世界现役运输能力最大的货运飞

船“天舟六号”,携带约 5800 kg 的物资进入距离地面

约 400 km(小于地球同步卫星与地面的距离)的轨

道,顺利对接中国空间站后近似做匀速圆周运动。
对接后,这批物资( 　 　 )

A. 质量比静止在地面上时小

B. 所受合力比静止在地面上时小

C. 所受地球引力比静止在地面上时大

D. 做圆周运动的角速度大小比地球自转角速

度大

【分析】该题是一道结合我国航空航天科技发展
的生活实践情境试题,属于综合层面情境。 试题选
取了货运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素
材,要求学生运用力、质量、圆周运动、万有引力定律
等基本概念和规律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分析、做出
判断,考查学生的推理论证能力和相互作用的运动
观念。

【例 3(2023 年高考理综全国乙卷第 16 题)】
2022 年 10 月,全球众多天文设施观测到迄今最

亮伽马射线暴,其中我国的“慧眼”卫星、“极目”空

间望远镜等装置在该事件观测中作出重要贡献。 由

观测结果推断,该伽马射线暴在 1 分钟内释放的能

量量级为 1048 J。 假设释放的能量来自物质质量的

减少,则每秒钟平均减少的质量量级为(光速为 3×
108m / s)( 　 　 )

A. 1019 kg　 　 　 B. 1024 kg
C. 1029 kg　 　 　 D. 1034 kg
【分析】该题是一道联系科学事件的生活实践类

情境试题,属于基本层次情境。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
牵头研制的“慧眼”卫星和“极目”空间望远镜,成功
对伽马射线暴的瞬时辐射和早期余辉进行了国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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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的测量。 根据题意,学生要具备质能观念,能
够建立起质量和能量之间的联系,并运用爱因斯坦

质能方程进行分析求解。 试题比较容易,考查了学
生理解质能关系并运用质能方程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三)联系科学探究的情境

【例 4(2023 年高考理综新课标卷第 25 题)】

密立根油滴实验的示意图如图所示。 两水平金

属平板上下放置,间距固定,可从上板中央的小孔向

两板间喷入大小不同、带电量不同、密度相同的小油

滴。 两板间不加电压时,油滴 a、b 在重力和空气阻

力的作用下竖直向下匀速运动,速率分别为 v0、
v0
4
;

两板间加上电压后(上板为正极),这两个油滴很快

达到相同的速率
v0
2
,均竖直向下匀速运动。 油滴可

视为球形,所受空气阻力大小与油滴半径、运动速率

成正比,比例系数视为常数。 不计空气浮力和油滴

间的相互作用。
(1)求油滴 a 和油滴 b 的质量之比;
(2)判断油滴 a 和油滴 b 所带电荷的正负,并求

a、b 所带电荷量的绝对值之比。
【分析】该题是一道以密立根实验为背景的学习

探索情境试题,属于综合层面的复杂情境。 密立根
油滴实验是教材中的内容,学生比较熟悉;同时,学
生对油滴在平行板中的运动规律也比较熟悉。 试题

设置了两个运动状态不同的油滴,要求学生对两个
油滴分别在两种条件下的运动情况进行分析,判断

油滴的电性、确定电荷量的比值,考查学生运用密
度、力的平衡条件等基本概念和规律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
【例 5(2023 年高考理综全国甲卷第 21 题)】
一有机玻璃管竖直放在水平地面上,管上有漆

包线绕成的线圈,线圈的两端与电流传感器相连,线
圈在玻璃管上部的 5 匝均匀分布,下部的 3 匝也均

匀分布,下部相邻两匝间的距离大于上部相邻两匝

间的距离,如图(a)所示。 现让一个很小的强磁体在

玻璃管内沿轴线从上端口由静止下落,电流传感器

测得线圈中电流 I 随时间 t 的变化如图(b)所示。 则

( 　 　 )
A. 小磁体在玻璃管内下降速度越来越快

B. 下落过程中,小磁体的 N 极、S 极上下颠倒了

8 次

图(a)

图(b)
C. 下落过程中,小磁体受到的电磁阻力始终保

持不变

D. 与上部相比,小磁体通过线圈下部的过程中,
磁通量变化率的最大值更大

【分析】该题是一道结合探究实验的学习探索情

境试题,属于综合层面情境。 小磁体在下降过程中,
磁通量发生变化,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阻碍小磁铁

的下落。 开始阶段,小磁体的速度小,磁通量的变化

率小,线圈中的感应电流小;随着小磁体的速度逐渐

增大,磁通量的变化率逐渐变大,管中感应电流逐渐

增大。 根据感应电流的概念以及题图所给信息可

知,小磁体在通过线圈最下部时,磁通量的变化率最

大。 试题要求学生对磁通量、感应电流等概念有清

晰的理解,较好地考查了学生的推理论证能力。
【例 6(2023 年高考理综全国乙卷第 22 题)】
在“验证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的实验中使用的

器材有:木板、白纸、两个标准弹簧测力计、橡皮条、
轻质小圆环、刻度尺、铅笔、细线和图钉若干。 完成

下列实验步骤:
①用图钉将白纸固定在水平木板上。
②将橡皮条的一端固定在木板上,另一端系在

轻质小圆环上。 将两细线也系在小圆环上,它们的

另一端均挂上测力计。 用互成一定角度、方向平行

于木板、大小适当的力拉动两个测力计,小圆环停止

时由两个测力计的示数得到两拉力 F1 和 F2 的大

小,并　 　 　 　 。 (多选,填正确答案标号)
A. 用刻度尺量出橡皮条的长度

B. 用刻度尺量出两细线的长度

C. 用铅笔在白纸上标记出小圆环的位置

D. 用铅笔在白纸上标记出两细线的方向

③撤掉一个测力计,用另一个测力计把小圆环

拉到　 　 　 　 ,由测力计的示数得到拉力 F 的大小,
沿细线标记此时 F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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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选择合适标度,由步骤②的结果在白纸上根

据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作 F1 和 F2 的合成图,得出

合力 F′的大小和方向;按同一标度在白纸上画出力

F 的图示。
⑤比较 F′和 F 的　 　 　 　 ,从而判断本次实验

是否验证了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
【分析】该题是一道基础性实验试题,情境来自

教材中的“验证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实验,是一道

基本层次的学习探索情境试题。 试题主要考查学生

对实验原理、实验方法的理解和掌握,以及实验结论

的验证等内容,要求学生真正动手做实验。 试题引

导教学回归课堂、回归教材,引导实验教学要遵循实

验规律,真正动手操作实验,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验

能力。
(四)联系教材中典型问题的情境

【例 7(2023 年高考理综全国乙卷第 21 题)】

如图,一质量为 M、长为 l 的木板静止在光滑水

平桌面上,另一质量为 m 的小物块(可视为质点)从

木板上的左端以速度 v0 开始运动。 已知物块与木板

间的滑动摩擦力大小为 f,当物块从木板右端离开时

( 　 　 )
A. 木板的动能一定等于 fl
B. 木板的动能一定小于 fl

C. 物块的动能一定大于
1
2

mv20-fl

D. 物块的动能一定小于
1
2

mv20-fl

【分析】该题的情境是常规的板块模型,是一道

典型例题的学习探索情境试题,属于比较复杂的综

合层面情境。 试题考查学生运用动量守恒定律、机
械能守恒定律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推理论证

能力和能量观念。
三、情境化试题的特点和要求
(一)真实性

情境化的目的就是再现生活实践或科学探索的

情境,让学生在模拟的真实环境中运用所学知识和

技能来解决问题。 所以,情境化试题的“情境”,其最

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且务必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

生产实际,或真实的学习、科学研究中的物理思想、
过程或方式方法。 只有真实的情境,才能考查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也才能引导中

学教学摆脱只强调理论知识传授而忽视应用的现
象,促使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坚持学以致用,通过情

境化的教学和评价,更好地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因此,情境创设要实事求是,要科学、真实,
不能人为臆造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情境或虚假问题情

境,包括物理现象或事实中的数据、物理过程、实验

研究的过程及方法等;情境任务要可行,要符合学生
的认知能力和特点,符合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
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物理知识、认识真实

世界。
(二)完整性

德布洛克(Deblock)认为,问题解决包含“从事

实到概念、关系、结构,从事实到方法、学科方法论、
学科本质观,从知道到理解、应用、综合,从有限迁移

到全面迁移”四个整合过程。[8] 情境化试题中的问题

解决,就是在具体情境中,个体从分析、理解情境向
整合不同的学科知识、方法、观念来解释和论证现实

情境的过渡。[9] 情境化试题中的情境设计要保证情

境的完整性和解决问题的内在联系。 一个情境包括

支撑工具和指令两个组成部分。[10] 支撑工具是呈现

给学生的物质因素,如书面文字、插图、照片、视频、
音频材料等。 指令是从既定的支撑工具出发,明确

向学生提出的答题要求,一条有效的指令应该让学
生知道要做什么、有什么条件、完成任务有什么支撑

条件等;要清晰明确,指令与支撑依据相适应。 通过

支撑工具和指令,学生能够清晰、准确、完整地理解
情境,理解其中包含的学科知识、思维能力、核心价

值等内在关联,进而分析和解决问题,呈现自身真实

的综合能力和学科素养。
(三)适切性

情境的设计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保持与课

程标准中内容、核心素养要求的一致性;要符合高中
学生的学习和认知水平,不能超出其理解能力和范

围。 具体而言,一是情境设计的目标要恰当。 要确

定合适的考查目标,围绕考查目标设计基本的情境

或相对复杂的情境,通过情境中知识和能力的运用
较好地实现对目标的考查。 二是情境的内容要有

效。 要包含典型性、代表性的考查内容,要能够覆盖

到考试的整个目的,从而能够全面有效地考查学生
的能力和素养。 三是情境的设计要可靠。 试题的立

意、情境和设问等三要素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要能

够稳定地反映学生解决问题的真实能力。
情境的难度或复杂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是

试题难易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情境的复杂性主要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 一是

学生对情境的熟悉程度。 影响情境复杂性的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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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学生与情境背景之间的熟悉程度。 如果试题背
景对学生来说比较熟悉,容易降低情境的“问题性”,
学生就可能会从熟悉情境中“照搬” “复制”,从而问

题解决就成为学生对知识的简单应用;如果情境比

较新颖和陌生,就会给学生带来较大困难,以至于无
法理解情境、解决问题。 新颖情境是导致高考物理

试题得分偏低的重要因素。
二是需要运用的知识和能力的性质和数量,如

情境中所包含的知识和能力的数量是多少? 这些知
识和能力的性质是怎样的? 是一般的还是重要的?

三是知识和能力相互间联系的类型。 情境中所

包含的知识和能力是相互独立的还是关联的? 关联

的方式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例如,这种关联可能
是基础知识的延伸,可能是相关的概念和规律的联

系,也可能是跨学科的知识和能力的运用,等等。 另

外,由于情境化,试题的文字量会增加,使得阅读量

和文字的叙述也成为影响难度的因素,因此,试题的
文字叙述要简明扼要,尽量用短句;要注意采用丰富

的方式呈现试题信息,可以运用图像、图片、表格、说
明等方式适当减少文字阅读量。

四、对中学物理教学的启示
(一)要注重基础,夯实对基本概念和规律的深

入理解和把握

情境化试题能够更好地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
需要学生深入理解和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 因此,情境化试题的解决对学生扎实的基

础知识和深入的理解运用要求更高。 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注重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思想方法的

理解,让学生真正弄懂概念和规律的内涵及本质,把
握概念和规律之间的联系。 当前,高考命题加强教

考衔接,注重考查基础,考查学生深入理解和运用基

础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其目的就是引导教学回归

课堂、重视基础。
(二)要注重系统,以大观念思维结构化掌握知

识内容

情境化试题是评价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方式之

一。 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凝练了各学科核心素
养,制定了学业质量标准,明确了课程内容所能达成

的素养目标和水平。 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大观

念为主线,强调学科课程内容的整体结构;在教学方

式上,强调结合实际,从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实际出
发,创设有意义的真实情境和现实问题,设计贴近学

生经验、螺旋上升的任务。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要更加注重学科内容的系统性和整合性,按照课

程标准的要求,以大观念的内容主线,培养学生系统
化、结构化的学科知识体系,打破学生以应试思维、

“机械刷题”等方式习得的碎片化、浅层化、固定化的
知识内容。

(三)要注重应用,关注学生学习环境和资源的

创造和利用

情境化试题是利用真实的情境考查学生的能
力和素养,其中的情境主要来自学生的日常生活和
学习,以及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联系的内容。 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有意识地
选取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时代的素材,设计适
合学生能力发展水平的任务,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
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要充分挖掘教材的作用,运
用教材中的物理现象、科技事件等案例和实例,让
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真实的情境中,培养他

们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通过
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科技,挖掘其中的学科育
人价值,更好地在物理学科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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