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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 理理

高三一模物理试卷分析及备考建议
北京景山学校 朱亚平

模拟考试试题具有帮助学生查漏补缺，检查自身学习效果，发现学习中的问题，引导继续有效学习的功能。本文对

此次海淀一模试题进行分析，帮助同学们利用好此次模拟考试更好地进行后续复习。

一、试卷概述

本次考试从考查知识面角度看，覆

盖了高中物理的力、热、光、电、近代物理

全部主题（见表一）。试卷涉及的近代物

理知识点包括原子核的结构、衰变类型

及特点、玻尔原子模型、电子的动能与能

级、量子化条件、光谱、能级跃迁、光子能

量等；光学知识点包括折射率、光速、频

率的关系，双缝干涉原理等；热学知识点

包括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内能、分子运动

论、分子间作用力、分子势能等；力学知

识点包括牛顿运动定律、超重失重现象、

圆周运动、动能定理、能量守恒、运动的

合成与分解、简谐运动、波动方程、波的

传播方向等；电学知识点包括闭合电路

欧姆定律、电功电功率、变压器原理、正

弦交流电的特点、匀强电场、洛伦兹力、

带电粒子在电场及磁场中的运动规律、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试卷涉及的知

识点非常多，覆盖全面。

从考查素养角度看，试卷特别注重

对科学思维能力的考查，对典型情境的

考查注重学生的理解和分析，注重考查

学生在原有认知基础上的推理论证。

从学生的熟悉度和陌生度看，试卷

中分值 68 的试题（2、3、4、5、6、7、9、10、

11、13、15、16、17、18）都是学生非常熟悉

的经典情境，属于模型题，涵盖了各个

主题下重要的概念规律和经典的解决

问题的思路，但是设问的角度有变化，

考查了学生的知识结构水平。

主题

题号

力学

4，5，6，10，11，

14，17，19

电磁学

8，9，10，12，13，14，

15，16，18

热学

3，7

光学

2

近代物理

1，13，20

实验

15，16

表一

高考命题要体现“价值引领、素养导

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要求，在价值

引领和必备知识的基础上，突出对关键

能力、思维品质和学科素养的考查，实现

从“考知识”向“考能力素养”的转变，从

“解题”向“解决问题”的转变。试题紧密

结合社会热点问题、科学技术进步、生产

生活实际等创设真实情境，考查学生能

否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发挥选拔人才的功能。

同学们要复盘自己在模考中出现

的问题，从知识层面和素养层面两个角

度进行分析。知识层面要围绕各个主

题中的典型物理模型（情境），从运动与

相互作用角度、能量角度、宏观与微观

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优化自己的知识

结构体系。素养层面要从识别模型、建

构模型、推理论证、科学探究、实验等角

度进行分析，评估自己的水平，尤其要

重视新情境问题，每一步推理是否有据

可依，以提升自己的科学思维水平。

针对暴露的问题或者有待进一步提

高认识的知识点，考生要回归教材、回归

各章节的典型物理模型，重视基础知识和

基本概念。能力和素养的提升一定要建

立在对必备知识的准确掌握和深刻理解

基础上，扎实的基本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

保障。对于审题偏差、信息提取不准确的

问题，考生要有意识地强化练习，问自己

试题信息中的物理量是什么，试题情境中

描述的物理模型是什么，让思维过程可视

化、规范化，再进行刻意训练。

三、备考建议

1.突出考查典型的模型情境

17 题是经典的斜面情境及碰撞中

的“动碰静”模型，属于力学综合问题。

试题考查了质点在光滑斜面上匀变速

直线运动、两个质点的碰撞、质点在水

平面上的匀减速直线运动三个典型的

情境；考查的规律是牛顿第二定律、机

械能守恒、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动能

定理等重要规律；考查了学生能否识别

和正确选用规律解决质点运动、两个质

点的相互作用（碰撞）问题的能力。

18 题是一道典型的导体棒切割磁

感线的模型题，属于力电综合问题。它

考查学生从电学角度用直流电路中闭

合电路模型分析电磁感应中电学量的

水平，以及从动力学角度用能量观，根

据能的转化和守恒进行分析的水平；从

不同角度考查学生识别模型的能力和

物理观念。

2.突出考查解决真实问题的
能力

选择 13 题和 14 题都是以解决真实

情境中的问题为立意。13 题以一种光

电烟雾报警器的结构和原理为背景，考

查学生用光电效应原理、电流的微观解

释、滑动变阻器在直流电路中作用等知

识，结合试题中的具体条件（电路参数、

报警条件等）进行分析和推理的能力。

选项A考查的知识点是光电效应和

对电场方向对光电子运动的影响，考查

的素养是将理论知识与实验电路的实

际操作相结合，根据电路极性变化对实

验现象进行分析和推理的能力，是科学

探究素养在具体情境中的表现，也考查

了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和创新思维水

平。选项B考查的知识点是滑动变阻器

在电路中的作用和对电流的控制。当

烟雾浓度增大时，单位时间内光电管接

收到的光子个数增多，光电效应产生的

电流增大。为了在烟雾浓度达到 1.2n

时才触发报警，需要减小光电管中的电

流，即滑片 P 向左移动。题目考查的素

养是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以及实验操作的水平，考生要能够分

析电路中的电流与电阻的关系，根据实

验要求调整电路参数。选项 C 考查的

是信息提取能力及对光电管中发生光

电效应及光电子在电场力作用的运动

图景的建构能力。光电效应产生的电

流大小与单位时间内进入光电管的光

子个数有关，但并非光子个数达到某一

值就一定会触发报警，还要考虑光电管

的灵敏度、电路的参数等因素。由于表

述不完整，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

求较高。选项 D 考查知识点是滑动变

阻器对电路电流的影响以及电路参数

变化对报警系统的影响。当滑片P向右

移动时，光电管两端电压增大，光电流

增大，如果此时光电效应产生的电流已

经接近或达到报警阈值，那么增大电路

电流可能会导致报警系统被误触发或

提前触发。题目考查的素养是学生的

逻辑思维能力和实验预测能力。

14 题是一道关于物理电学知识的

综合应用题，通过滴水起电机装置的设

计，考查学生对静电感应、电荷转移、电

流方向判断、能量转化以及电势差形成

等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试题通过

具体的物理情境，展示了电学知识在实

际生活中的应用，通过四个选项考查学

生对信息获取与加工、逻辑推理与论

证、科学探究与思维建模等要素。

选项 A，滴水装置中会产生从左向

右的电流吗，题目考查的知识点为静电

感应和电流方向的规定，考查的核心素

养为模型建构和科学论证，考生要通过

分析滴水起电机装置的结构和工作原

理，构建静电感应和电荷转移的物理模

型；根据电荷守恒和电流方向的定义，

推理论证滴水装置中是否会产生从左

向右的电流。选项 B，水滴下落到筒内

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吗？题目考查的知

识点为质点的受力分析和牛顿第二定

律，考查的核心素养为运动与相互作用

观和科学推理和科学论证，考生要理解

水滴在下落过程中受力会发生变化，加

速度会变化，从而推导其运动时间的变

化情况。 选项C和D，考查的知识点为

电势差和电荷守恒定律，考查的核心素

养为能量观念和科学推论科学论证，考

生要理解电势差与电荷转移、能量转化

之间的关系，根据电荷守恒定律和电势

差的定义，结合试题的具体情境推理论

证 C、D 两筒之间的电势差是否会一直

增大。考生要能分析出情境中包括的

能的具体形式（水的重力势能、动能、电

能），从而论证在起电过程中，水的重力

势能是否完全转化为电能。

3.突出考查物理观念和建模
能力

20题综合考查了学生对玻尔原子模

型、库仑定律、圆周运动、量子化条件以

及光子能量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试题不

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物理知识和公

式，还要求学生具备模型建构、证据推

理、科学推理和问题解决等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通过对这些知识点和素养的考

查，试题旨在提升学生的物理思维能力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突出考查学生

的思维品质，包括思维过程化、思维可视

化和思维规范化三个方面。

第一问考查学生对玻尔原子模型

是否达到理解水平，能否在此基础上对

原子结构进行简化和建模，根据库仑力

提供向心力及库仑力做功与电势能变

化的关系进行分析计算。

第二问的①考查学生的信息获取

和加工能力，是否能根据题意理解并应

用索末菲量子化条件，结合电子运动规

律，通过运算推理得到氢原子的轨道半

径和对应的能级；②考查学生的模型迁

移能力和能量观，是否明确能量守恒在

原子跃迁中的应用，理解入射光子能量

与原子能级差的关系，并能根据氢原子

基态能力推导氦的能级。

二、典型试题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