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北京市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物理试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充分

发挥学科特色优势，为党育人、为国选才。

物理试卷延续“北京特色”的风格，保持基础题简单有新意、中档题常规有综合、难题深入但不复杂的试题风格。试卷难度适

中，在结构、题型、题量、分值分布等方面继续保持稳定。试卷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彰显素养立意；强化基础性，突出学科本质考查，

发挥正向引导教学功能；优化情境设计，增强试题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深化关键能力考查；稳中有新，素材选取、呈现方式丰富多

样，紧密联系实际、联系科技前沿，探究性强，顺应时代对创新人才的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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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市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物理试卷评析

试题充分发挥评价的育人功能和

导向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

强对物理教学的价值引领，体现为党

育人、为国选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试题彰显物理学科特色，激发考生热

爱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体现物理学

的科学本质和独特的育人价值。试题

引导考生了解我国科技发展前沿，树

立远大的科学志向和科技强国的社会

责任感。

试题选择我国天宫空间站采用霍

尔推进器控制姿态和修正轨道、飞船

与空间站的对接等素材凸显我国科技

发展的新成就，开阔考生视野，激发民

族自豪感，引导考生加强科技自立自

强的民族自信心，增强科技强国的社

会责任感，引导考生树立远大科学理

想。试题利用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探索产生阿秒光脉冲的研究、科学家

根据天文观测提出宇宙膨胀模型等试

题情境引导考生关注科技前沿发展，

激发考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

试题立足物理学科特点，围绕生

活、科技、实验等方面创设问题情境，

引导考生崇尚科学精神、提升探究素

养、增强安全意识、涵养审美情趣，促

进考生全面发展。第17题考查利用水

平排水管排水的原理，引导考生关注

生活；第 15 题第 3 小题考查水果电池

的原理，第3题利用手机和轻弹簧制作

一个振动装置，引导考生关注实验设

计、实验制作和实验原理，提升其探究

素养；第12题考查加速度计的原理，第

18 题考查电磁枪的原理，引导考生关

注科技，在生活中善于观察、善于思

考、发现科学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寻

求合理解释；第 14 题通过电磁学物理

量之间的类比，引导考生感悟物理学

科的普适性、统一性和对称性，发现物

理规律蕴含的科学美。

一、彰显学科特色，发挥学科育人价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试卷保持命题理念的总体稳定，

突出对考生实验能力的考查；加强对

基础概念、规律以及学科思想方法的

考查；重视从教材中选取命题素材，引

导教学重视教材、回归教材。试卷对

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原子物理学

的基础概念、规律进行考查，既实现了

教学模块的全覆盖，又实现了对主干知

识的重点考查。在试题结构、内容以及

考查方式上注重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

深入理解，引导教学落实知识的构建过

程，让考生从中领悟科学思想方法的魅

力，引导教学回归学科本质，注重知识

生成和能力素养提升的规律性，正向积

极引导教学方式的良性改进。

例如，第3题在对生活现象观察的

基础上，引导考生对理想气体压强、内

能，以及热力学第一定律等热学主干

知识全面理解，既注重了知识的基础

性，又凸显了对主干知识的结构化考

查。第 4 题通过飞船与空间站的运动

与受力情况分析，既考查了考生运动

与相互作用观念的形成，又考查了考

生整体与隔离的科学推理分析能力。

对基本规律、基本能力的考查体现了

基础性，对物理观念和科学思维方法

的考查又落实了新课标的要求。第 2

题通过对汽车制动距离问题的求解，

考查对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的理解和

应用；第5题考查理想变压器工作的原

理；第 11 题考查等量异种电荷周围空

间的场强与电势分布；第 17 题以排污

管排水为背景考查平抛运动规律，这

些不仅是考生熟悉的基本物理模型，

而且试题素材均源于教材，能进一步

引导教学重视教材，充分发掘教材的

教育教学功能，对深入推进科学教育

加法，减轻学生负担，提升学科核心素

养具有积极作用。

探究能力的考查以必做实验和演

示实验为载体，重点考查学生对基础

实验知识、基本实验技能和基本实验

方法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查

其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例如：

第 15 题考查实验原理、实验操作和数

据分析能力等基本实验能力；第 16 题

的第 3 问则是在教材原有实验的基础

上以设计性任务为载体，考查考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此类题目

不仅考查了考生的高阶思维能力，还

能够更好地引导教学，重视实验与思

维的结合，关注在实验探究中培养学

生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发展。

试题围绕主干知识，以设计性任

务为驱动，综合考查运动主干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12题以设计加

速计为背景综合考查力和运动关系、

闭合电路的知识；第 18 题以“电磁枪”

为实践任务，考查力和运动、电磁感应

的主干知识的综合运用；第 19 题以宇

宙膨胀为背景，分别从力和运动、功和

能的视角考查力学主干基础知识的融

会贯通，以及运用新知，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不仅促进学生物理观念的形

成和深化，更关注了创新思维与实践

能力的评价，同时引导教学注重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推动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

二、注重基础，突出主干，聚焦学科本质，发挥正向引导教学功能

试题打通课堂内外，突出真实问

题情境的设计，素材选取鲜活，贴近学

生实际，设问灵活，在考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过程中实现关键能力的深入考

查，让善于独立思考、思维品质优秀的

考生脱颖而出。

试题依托考生熟悉的真实问题情

境，创新多样化的设问角度考查考生

建立物理模型、解决物理问题的能

力。例如：第8题研究小球竖直向上抛

出后的运动中空气阻力带来的影响；

第10题研究水平传送带上的物体在启

动、加速、匀速等不同状态下的受力、

运动及做功问题，这都需要考生在已

有的学习经验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迁移

和创新。

试题注重激发考生的好奇心和动

手实践的欲望，考查考生在科学实践

活动中创新实验方法，运用物理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第 9 题用

手机自带的加速度传感器研究竖直弹

簧振子振动，需要考生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从图像中提取信息并与弹簧振子

的运动过程建立联系。第12题加速度

计的素材虽然来源于教材，但考生需

要对传感器将力学信息向电学信息转

化背后的物理原理有深入理解，进而

对加速度计应用于真实测量中的相关

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试题立意高远，提供了丰富的知

识背景和研究素材，与现代科技联系

紧密，通过设计不同层级的挑战性任

务对考生物理思想方法和关键能力进

行考查，引导物理教学既要关注形成

完整的物理知识体系也要重视科学素

养教育。例如第 18题电磁枪、第 19题

宇宙膨胀模型、第 20 题霍尔推进器等

问题，形成了平缓又逐渐提升的难度

梯度，在理解、推理、应用、探究等各个

能力维度上进行考查，考生需要对新

问题的物理情境建立清晰的认识，展

示自己的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

究、科学态度与责任等物理核心素养

发展水平。

三、选材丰富，情境真实，设问灵活，深化关键能力考查

（下转第11版）

试题以《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为依据，通过

设置梯度合理、层次递进的问题，实现

对考生核心素养不同水平的考查与区

分，进一步引导教学聚焦核心素养目

标的达成。

以制定探究能力的考查为例，第

15（2）和 16（1）问，要求考生根据已有

的科学探究方案，会选择和使用基本

的器材获得数据，符合学业质量水平2

的要求；第15（3）和16（2）问，要求考生

能够分析数据，发现特点，并形成结

论，符合学业质量水平 3的要求；第 16

题的（3）问更进一步，要求考生创新设

计方案来验证动量守恒定律，同时应用

基础的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符合

“面对真实情境，制定有一定新意的科

学探究方案”的学业质量水平5要求，让

不同水平的考生都有能力展示的舞

台，同时较好地实现试题的区分功能。

四、基于课标，素养立意，梯度科学，体现核心素养不同水平的考查与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