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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宇探微 格物析理 强基固本 守正创新
——北京市2024年高中等级考物理试卷特点

北 辰

命题理念

北京市 2024 年等级考物

理卷命题依据《普通高中物理

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综合考虑新教材背景下

的高中物理教学实际和高校

人才选拔要求，坚持“稳中求

进”的命题总基调，在全面梳

理北京市二十年自主命题经

验成果基础上，追求命题理念

与思路在“守正”中“创新”，力

求全面发挥试题的选拔功能

和导向作用，形成教考育人合

力，巩固北京市教考协同育人

局面。

（一）守正：筑牢北京卷特
色，夯实创新基础

北京卷经过二十年自主命

题探索，已经初步形成比较成

熟的命题思路和稳定的北京特

色。2024年物理卷命题继承了

自主命题以来尤其是等级考命

题以来的实践经验和优秀成

果，在继承中求发展。

依据课标教材。严格按照

新课标要求，坚持把教材作为

试题情境或者设问角度的重要

来源，全卷近半数情境来源于

教材正文或者课后练习题。

突出科学思维。通过基

于整体知识结构的具体知识

建构过程和在真实情境中解

决 问 题 过 程 的 试 题 设 计 ，实

现 对 考 生 的 模 型 建 构 、科 学

推理论证等科学思维的全面

考 查 。 以 模 型 建 构 为 例 ，全

卷共有 10 多道试题，涉及类

比、守恒、量纲等丰富的物理

学思想。

侧重学习能力。始终关

注 对 考 生 学 习 能 力 的 考 查 ，

如考查考生对“阿秒光脉冲”

“忆阻器”“宇宙膨胀模型”等

相 关 知 识 的 学 习 和 理 解 ，以

及 应 用 这 些 知 识 分 析 问 题 、

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视实验探究。一如既

往地突出对考生实验能力的

考查，通过考查考生对实验原

理、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实验

设计等方面的能力，评价考生

科学探究核心素养的发展水

平。全卷涉及实验探究情境

的题目共 7 道，约占总题量的

三分之一。

稳定试卷风格。试卷风

格稳定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教

学导向功能，持续用力，久久

为功。等级考命题以来，在试

题内容分布、素材选择、问题

设计、难度结构等方面一直保

持稳定。

（二）创新：继承中发展特
色，聚焦国家需求

在继承北京卷特色的基

础 上 创 新 命 题 思 路 与 策 略 ，

是深化高考综合改革的必然

要求。

强化科学实践载体。进

一 步 增 加 日 常 生 活 实 践 、学

生 探 索 学 习 实 践 、科 学 研 究

实践作为考查学生核心素养

的载体。通过控制科学实践

情境的新颖、复杂、结构化程

度，设计试题的难度；通过学

生在实践探索过程的具体表

现 ，测 评 学 生 的 学 业 质 量 水

平。试卷以验证动量守恒定

律 、探 索 宇 宙 演 化 规 律 等 科

学实践活动为载体测评学生

学业质量水平。

探索创新思维测评。在

考查新课标明确规定的学生

实验和演示实验基础上，加强

对规定实验的新方案创新设

计考查。如实验试题汲取物

理学史中的素材，考查考生对

传统学生实验的深入理解和

创新设计能力，是创新思维测

评的有益尝试。

优化试卷难度梯度。在

保持试卷整体难度稳定基础

上，优化难度结构，调整学生

考试心态，有利于学生正常发

挥。一是保持总体难度结构

的合理，满足等级呈现成绩相

应的成绩分布要求；二是优化

部分试题的难度设计，整卷呈

现先易后难，逐层深入，逐步

递进的难度设置，让不同层次

的学生都有获得感。

试题特色

（一）以丰富的试题素
材引导学生形成正确价值
观念

试题选择科技前沿、宇

宙探索、知识发现等领域素

材，引领学生通过了解科技

前沿成就、人类对宇宙的探

索历程、知识发现中的科学

过程与方法，涵养正确价值

观念。如“忆阻器”问题引

导学生认识到物理概念之

间是普遍联系的，任何概念

都处于系统化知识结构之

中。“宇宙膨胀模型”引导考

生了解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的研究进展，在宇观尺度正

确认识宇宙。“霍尔推进器”

引导学生积极关注国家重

大科技发展和技术应用，引

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认识、

理解并构建国家航天技术

的简单图景。

（二）以真实的科学实
践承载能力全面考查

试题以真实的日常生

活、科学家的探索实践、学

生的学习探究等丰富科学

实践，承载对学生的物理

观 念 、科 学 思 维 、科 学 探

究、实践能力、科学本质等

学科素养与关键能力的全

面考查。“气泡上浮”要求

考生通过科学推理对小气

泡上升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做出判断。“电磁枪”要求

考生对“暂态过程”进行分

析，并定性和半定量分析

导体棒的运动过程。“水果

电池”则要求考生在理解

测量原理的基础上，理解

实验探究中数据处理环节

使用的新方案。

（三）以多样化设问角
度展现能力发展水平

通过基于问题情境的

多层次设问和问题解决思

路的多角度设计，区分学

生的物理学科能力发展水

平。“物体上抛”要求考生

从运动、相互作用、动量、

能量多个角度分析，“安检

传送带”则从物体的运动、

受力和功能转化多层次设

计问题。

（四）以挑战性设计性
任务突出创新素养测评

通过设计具有挑战性

的任务，要求学生在新颖

任务情境中展开创新思维

和思考，考查学生的创新

素养发展水平。“利用弹簧

设计加速度计”把加速度

这个非电学量转换为电压

表两端电压这个电学量，

通过基于设计原理的问题

设 计 ，考 查 学 生 创 新 思

维。“宇宙膨胀模型”通过

类比建立各种表象不同的

物理规律的内在关联，考

查 考 生 对 复 杂 问 题 的 简

化、抽象和建模的能力，引

导学生理解科学家建构的

“宇宙膨胀模型”和哈勃定

律，体会物理学家的研究

思路。

教学导向

导向教学的关键和核

心是育人理念的传导和教

学观念的转变，需要长期坚

持。2024 年北京等级考物

理学科命题，在全面了解学

情、适应教学现状的同时，

根据北京高中物理教学实

际和考生的能力特点，针对

性导向教学。

一是从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高度看待教学。
通过试题引导学生在完成

科学实践任务过程中，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

展。如以我国空间站的“霍

尔推进器”为背景，引导学

生认识我国科技前沿，树立

民族自信心；以“宇宙膨胀

模型”为背景，引导学生学

习哈勃定律等新知识，增加

学生对宇宙起源的认识，丰

富学生的宇宙观。

二是从做好科学教育
加法视角审视教学。减轻

学生繁重的学习负担，才能

增加对学生基础知识理解

的深度及其结构化，才能增

加对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的

教学内容，才能引导学生在

完成真实的科学实践任务

中培养其好奇心和探求欲，

塑造其科学家精神。2024

年物理卷侧重核心概念理

解及其结构化，选择设计

性、开放性、挑战性任务，设

计多角度、多层次问题，引

导一线教学实践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

三是以创新人才培养
统领物理教学实践变革。
2024年物理卷通过对核心概

念和重要思想方法的考查，

引导教学注重建立不同模块

内容间的联系，形成结构化

知识体系，夯实创新思维培

养及形成的基础。通过考查

学生在完成真实的科学实践

任务中经历发现、建构、设

计、解释、论证等高阶思维过

程，引导教学以明确的科学

实践任务驱动物理学习并发

展学生创新思维能力。通过

不考竞赛题改编、不考普通

物理下放等策略引导教学摒

弃与创新人才培养不匹配的

教学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