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市高二物理统测阅卷分析

第 13 题：邗江中学执笔人： 朱涟漪

本题均分为 5.63分，难度系数为 0.7。

一.试题评价

试题内容与《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一致。考查了实验“探究影响感应电

流方向的因素 理解楞次定律”。共设置了四个问题，对本实验知识点考察全面，

难度控制较好，尤其是在原理考察的同时更加注重考察学生对实验操作的具体掌

握情况。

二．典型问题及错因分析

1.接线柱连接完全错误：学生对实验原理不理解，不清楚线圈 A 和线圈 B

的在实验中的具体作用；

2.线圈 A接线柱连接错误，连接到了中间的铁芯上；滑动变阻器接线柱连接

错误，接到了“脚上”：学生可能未进行分组实验，对实验具体操作不熟悉，不清

楚滑动变阻器接线柱的具体位置，才会出现如上错误；

3.用铅笔作图，未加粗加重，导致阅卷老师无法辨认清楚；

4.稳定后指针指在“左侧”或“右侧”，对电磁感应的基本原理不理解或没有注

意到使用的是灵敏电流计，“0”刻线在中央；

5.滑动变阻器阻值迅速调小，灵敏电流计填写“右偏”或“不偏转”，对于实验

中调节滑动变阻器阻值和第（2）问中闭合开关瞬间实验结果的等价不清晰，甚

至有学生觉得条件不足，没有注意到实验步骤 2中已经表明了电流计的偏转方

向，审题不具备连贯性和准确性；

6.填写“逆时针”，对楞次定律“阻碍”的理解不到位。

三．解决策略及复习建议

新授课实验教学，一定要注重学生实验素养的培养，不建议使用 ppt或视频

进行教学，每一节实验课都应该进行必要的演示实验，和学生的分组实验练习，

不仅强调学生对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数据处理、误差分析的理论理解，更要强

调对实验具体操作性的掌握；注重对学生实验操作规范的指导；注意审题全面性

和准确性的培养。



第 14 题：江都中学执笔人： 朱永林

本题均分为 5.69 分，难度系数为 0.57 。

一. 试题评价

本题考查的是测量电阻的电阻率实验。考查了游标卡尺的读数、实验的电路

图设计，描点作 I-U图象，实验数据的处理，以及电阻率表达式的求解。试题难

度不大，注重考查实验原理和数据处理能力，能够很好的考查学生的对电学实验

的掌握程度。

二．典型问题及错因分析

1、游标卡尺的读数正确的非常少，由于我们使用的是教科版的老教材，选

修3-4教材中才出现游标卡尺的使用，但大市教学指导意见中已经要求学校实验：

长度的测量及其测量工具的选用，可能少数学校没有讲，导致学生不会读数。

2、根据题目中所给的测量数据，可以判断出电路为分压电路，有部分学生没

有判断出电路类型；还有部分学生已经判断出分压电路，但是分压电路记忆不清，

因而画错。

3、作 I-U图象时部分学生不用直尺作图；有一些学生作图时笔的颜色太淡，

没有用铅笔加深；所作直线不过原点。

4、根据图像求解饮用水电阻时，错误有（1)没有减去定值电阻 R0 的值；（2)

数据处理没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5、学生基本功不扎实， 将面积表达式代入电阻率公式时转换出现错误。

三．解决策略及复习建议

1、加强对基本仪器读数教学，游标卡尺与螺旋测微器要结合起来对比教学，

比较读数的区别，弄清精度要求。

2、传统的分组实验要尽量安排学生去做下，让学生有亲身体验。电学实验

一定要进行全面细致地讲解，掌握实验的原理、电路的设计、器材的选择、操作

的注意事项、仪器的读数、实验数据的记录与处理、实验误差的分析，做到对实

验中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考点都不遗漏！

3、要强调作图规范，要用直尺作图，注重规范性。



第 15 题：仪征中学执笔人：付克文

本题均分为 7. 98 分，难度系数为 0.80。

一. 试题评价

本题创设的情境为学生中较为常见的“迷你静音风扇”，贴近学生生活实际。

考察的知识点有纯电组闭合电路欧姆定律、非纯电阻闭合电路欧姆定律、非纯电

阻元件电功率、热功率、机械功率的计算。本题难度不大但考察了学生对直流电

路一章重点知识的掌握情况。作为计算题第一题非常恰当。

二．典型问题及错因分析

1. 公式记忆不牢。如将计算公式错写成 、 ，将纯电阻电路闭

合电路欧姆定律错写成 等。

2. 非纯电阻元件、非纯电阻电路计算公式错用，各物理量混淆。如①直接

用公式 、 、 、 计算电动机机械功率；②用公

式 计算电动机的电流；③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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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非纯电阻电路电流。

3. 粗心导致的计算错误、单位错误和公式中的“张冠李戴”现象。计算错

误如① 0.2A , =0.04 A , =2.5 A 等； ② ③

3.7=0.4r+3.5 r=5 等，第（1）问中锂电池内阻计算错误又会直接导致第

（2）问计算错误。“张冠李戴”现象如 MRIEIP 2 、 rIUIP 2 （电源电动

势、内阻和电动机电压、内阻混用）等。

三．解决策略及复习建议

1. 注重基础，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必须过关。

2. 加强学生计算能力的训练。在改卷的过程中发现有同学纯粹是因为一个

小的计算错误失掉 10分！

3. 帮助督促学生平时解决问题要养成严谨、仔细的习惯，尽可能做到会题



不错，会题拿全分，减少“失误”。

4. 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尤其是非纯电阻电路欧姆定律要让学生知道不同表达

式的应用条件，要尽可能知道整个公式及每一项的物理意义。理清理顺非纯电阻

元件电压、电流、电阻，电功率、热功率、机械功率之间的关系。

第 16 题：扬州中学执笔人： 杨春贵

本题均分为 7.11 分，难度系数为 0.71 。

一.试题评价

由于考试时间只有 75分钟，而计算题有 4题，本题属于第 2题，属于容易

题，对学生的基本功提出了要求。本题考查的比较全面，涉及到角速度与频率的

关系，交流电最大值的计算，交流电的瞬时表达式的表示，外电路的功率计算（有

效值的应用）。

二．典型问题及错因分析

1.部分学生搞不清楚角速度与频率的关系，错误写成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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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导致错误。

2.在求最大值时表达式写成了 NBSEm  ,漏掉了，还有同学匝数忘乘了，

最大值算错导致后面连环错误。

3.没注意计时起始位置，交流电的瞬时表达式写错，写成了 tNBSE  cos ，

还有同学数据不带入。

4.第二问外电阻 R 上的功率计算要用有效值来计算，个别同学用了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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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计算，还有同学没看清题目，算的是整个电路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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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导致错误。

5.很多学生喜欢连等，一个环节错全盘皆输，平时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三．解决策略及复习建议

1.复习过程中要紧抓课程标准，突出重点和难点！

2.强化学生对基本知识和规律的理解，要让学生活学活用，强化学生的应变

能力！



3．平时注意对学生进行规范训练-书写规范，解题规范等。

4.对物理比较薄弱的学生要加大对物理的投入，尤其是思想上要重视！

5.平时训练要跟上，尤其是对重点知识点的针对性训练！

6.由于新高考时间调整为 75分钟，对学生的解题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

以在平时教学的过程中要加强学生解题速度的训练。

第 17 题 高邮中学执笔人： 刘彬

均分为 5.87分，难度系数为 0.49。考生中有 3354人拿到满分，3026人拿了

零分。

本题考察了电磁感应的相关知识点。三个问题中，分别将电磁感应和电路问

题，平衡问题，以及能量问题相结合。题目综合性强，考察范围全面，同时有效

的控制了难度系数。三个问题相对独立，不会因前面的错误而干扰后面的计算。

出题者为了降低难度和错误率，并没有考虑金属杆的内阻，金属杆相当于是一个

理想电源，没有加入闭合电路欧姆定律的应用，更贴近于初中知识点，降低了题

目的难度和综合性。本题难度不大，但是得分率偏低，我认为这归因于学生缺少

规范解题的习惯和基本方法的有效训练。

首先，电磁感应的综合问题，应该遵循电源（求感应电动势）一电路（求感

应电流）一受力（求安培力）一功能（求安培力做功及产生电能）这样的思路来

解题。求感应电流时，强调学生要画出等效电路图，并标出对应物理量。很多同

学并没有做到。这里第一问，很多学生将电流理解成金属杆 ab 通过的干路电流。

要加强这方面的规范训练，在初学阶段，应减少选择题的题型，改编为计算题，

同时强调解题痕迹，可要求学生将等效电路图画在作业纸上，将规范解题变成习

惯。另外，第一问中有少部分学生利用右手定则，标出了电流的方向。考虑到电

流是标量，在阅卷中无论有无方向均未扣分。

其次，对于动力学的问题，应明确研究对象，进行受力分析和运动分析。第

二问研究对象为金属杆，因为做匀速运动，所以杆处于受力平衡状态。学生解答

中出现两个错误：其一是安培力的求解错误，电流应该为金属杆中的电流，这属

于研究对象不明确导致；其二，很多学生漏掉了摩擦力，这就属于审题不清，且



并未受力分析。初学时，应要求学生列式解题前，标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过程，

受力分析图和运动分析图画在作业纸上。

第三问，正确率相对较高。很多学生前两问错误，第三问能拿到分，甚至是

满分。这道题目学生普遍使用动能定理，或者是能量守恒解题。但是解题中也存

在公式应用不规范的问题。典型的错误：一是最终答案与标准答案相差负号，这

说明学生对安培力做功产生电能的功能关系，理解不到位；另一个错误是只计算

总体的焦耳热，而并没有算支路电阻上产生的焦耳热，比标准答案少二分之一，

这样的错误，批改时扣了一分。教学时可以将求部分电路通过的电荷量与部分电

路产生的热量进行对比，加深理解；将摩擦生热与电热进行对比，作出区分；将

功能关系加以疏理，强化记忆。

第 18 题：宝应中学执笔人： 张士兰

本题均分为 4 分，难度系数为 0.29 。

一.试题评价

试题以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为情景，以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圆周运动的半

径、周期为基础，考察学生解决运动过程中时间、空间、相遇问题，对学生的规

范解题、空间思维能力要求较高，区分度较好。

二．典型问题及错因分析

第 1问典型错误：情况 1列式不规范，直接写出半径表达式
qB
mvr  ，没写原

始方程
r
mvqvB

2

 ；情况 2未画运动轨迹图，误以为圆绕向只向一个方向，正确

的空间关系式应该是 d=4r1-2r2=
qB
mv
3
4 ,错误的写成了 d=4r1+2r2=

qB
mv
3
8

；情况 3误把

半径当做直径，错误的写成了 d=2r1-r2=
qB
mv
3
2 .

第 2 问典型错误：情况 1 把半周误认为一周，正确的时间关系式应该是

t=T1+
2
1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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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
4 ,错误的写成了 t=2T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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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情况 2把半周误认为
4
1
周，错误



的写成了 t=
2
1 T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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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第 3问典型错误：对相遇问题理解思考不全面，应该是两个粒子同一时刻出

现在同一位置，解题时列出时间方程、空间方程，许多学生只考虑空间关系、没

考虑时间关系，所以误认为 a、b两粒子 m、q相同。情况 1是仅列出 2r2b=d，错

误得到 vb=2v;情况 2是仅列出 4r2b-2r1b=d，错误得到 vb=4v.

三．解决策略及复习建议

1.注重审题及列式规范化训练：利用圆规、直尺等作图工具准确的做出运动

轨迹图，让物理情景清晰化，不能只在脑袋里空想运动过程，教师在平时的板书

时要做好示范，对学生平时的作业作图也要严格要求；列式时要先写出原始方程，

不“串联”列式，要“并联”列式，增加得分点。

2.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半径、周期都是基础知识点，不少同学在此未得

分、让人可惜！在新高考中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也是考察的重难点，教

师教学必须注重双基，在平时教学过程中必须打牢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典型模

型的基本解题思路和方法，在最后一题中尽量多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