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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教学内容 说明

高一
（上）

必修1、
必修2前
3节

1．加速度大小不同的连接体问题的计算仅限于
两个物体的情况。
2．力的合成与分解的有关的计算，仅限于用作
图法或直角三角形知识解决。
3．共点力平衡问题仅限于在一个平面内的情况。
4．5个学生分组实验

高一
（下）

必修2、
3-1电场

1．“探究恒力做功与物体动能变化的关系”的内容
不做要求定量计。
2．斜抛运动的计算不作要求。
3．“初步了解相对论时空观”为选学内容。
4．3个学生分组实验：
（1）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3）探究向心力大小与半径、角速度、质量的关系
（3）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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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求物体对斜面的压力！

1．不要求直接用力的分解求解物体的受力；

2．突出力分解的等效思想；

3．会用平行四边行定则求解有确定解的两个力。



03版 “机械能和能源”

07版 “机械能

及其守恒定律”



03版

07版



03版

07版



03版

07版



必修课程的物理实验

必修1

1.测量做直线运动物体的瞬时速度

2.探究弹簧弹力与形变量的关系

3.探究两个互成角度的力的合成规律

4.探究加速度与物体受力、物体质量的关系

必修2

5.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6.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

7.探究向心力大小与半径、角速度、质量的关系

必修3

8.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

9.长度的测量及其测量工具的选用

10.测量金属丝的电阻率

11.用多用电表测量电学中的物理量

12.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选择性必修课程的物理实验

选择性必修1

1.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2.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

3.测量玻璃的折射率

4.用双缝干涉实验测量光的波长

选择性必修2

5.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

6.探究变压器原、副线圈电压与匝数的关系

7.利用传感器制作简单的自动控制装置

选择性必修3

8.用油膜法估测油酸分子的大小

9.探究等温情况下一定质量气体压强与体积的关系



2018年江苏考试说明 2017版课标

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测量做直线运动物体的瞬时速度

探究弹簧弹力与形变量的关系

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 探究两个互成角度的力的合成规律

加速度与物体质量、物体受力的关系
探究加速度与物体受力、物体质量的关
系

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

探究向心力大小与半径、角速度、质量
的关系

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探究运动定理

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











•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

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

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

科学态度与责任

高中物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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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要素：

是从物理学视角形成的关于物质、运动与相互作用、能

量的基本认识；

是物理概念和规律在头脑中的提炼和升华；

是从物理学视角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问题的基础。

主要包括物质观念、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能量观念

等要素。

物理观念

★物理观念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视角和思维指南



物理观念

物理知识与物理观念

物理知识（概念及规律）

物质世界



物理观念是在物理知识的基础上建立的，每一个物理观念

都对应于相应的物理知识体系。因此，没有物理知识支持的

物理观念是没有生命力的。此外，物理学的发展史也显示出

物理观念能够促进与引导物理知识的发展，因为物理观念覆

盖人类关于物质世界的总的看法。

物理知识与物理观念

在初学者看来， 物理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往往是零散的、分

离的，学生获得了大量零散的具体知识与技能， 但不能在头

脑中形成对物理世界的完整认识，不能用物理学的知识和方

法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也就不能说他具备了物理

核心素养。因此， 物理观念的提出超越了碎片化的知识与孤

立的解题技能， 是对学生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的更高要求。



科学教育不应该传授给孩子支离破碎、脱离生活的抽象

理论和事实， 而是应当慎重选择一些重要的科学观念，

用恰当、生动的方法， 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完整的对世界

的理解。

——《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序 周光召

从知识到物理观念



融入物理学史，感知物理观念作用

物理观念的培养策略

强化知识建构，促进物理观念形成

优化知识结构，实现物理观念内化

强化问题解决，完成物理观念提升





教材采用类比的方法

结果：死记硬背。

缺少抽象、概括、生成概念的内

部思维过程。

加强知识学习，促进物理观念形成

经历过程自主建构知识

难点：电量测量。



电荷量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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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知识建构，促进物理观念形成

●器材：干电池一节，4700μF电容器2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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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后，电容器的电压、电量均变为原来一半。

强化知识建构，促进物理观念形成

电荷量二分法



细化知识建构，促进物理观念形成

●结论：电容器的电量Q与电压U的比值保持不变

电荷量Q

电压U/V



●用干电池对电容2400μF器充电，给电子钟供电，记

录工作的时间t1。

●器材：干电池一节，2400μF、4700μF 、10000μF电容

器各一只，电子钟一只。

强化知识建构，促进物理观念形成

●用干电池对电容4700μF器充电，给电子钟供电，记

录工作的时间t2。
时间t有什么用？

●分析：假设电子钟工作时电流不变，根据Q=It，有Q∝t

电量Q——时间t

转换法



加强知识学习，促进物理观念形成

在图上分别画出2400和10000的Q-U图象

电荷量Q

电压U/V

●结论：不同电容器的电量Q和电压U的比值不同。



优化知识结构，实现物理观念内化

物理观念来源于具体的物理知识，但不等同于具体的物理知

识，它不是具体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对具体知识的概括提升

，具有超越事实的持久价值和迁移价值。

物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及其所涵盖的具体知识充实、发展着物

理观念的内涵，它们是形成物理观念的基础和源泉。

物理观念对物理知识具有自上而下的引领作用，它赋予具体

知识一定的能动性和灵活性；若缺乏物理基本观念的引领，物

理知识就难以发生有效的迁移和应用。



优化知识结构，实现物理观念内化

两个力的相似

之处是什么？

不同的运动形式



优化知识结构，实现物理观念内化

由于惯性引起的位移

F

F

F与把苹果拉向地球力效果相同，使月球掉向地球

A C

B

v
“天上的力”

转化为“地上

的力”



优化知识结构，实现物理观念内化

“地上的力”可以转化为“天上的力”吗？



（2014北京）应用物理知识分析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以使物理

学习更加有趣和深人。例如平伸手掌托起物体，由静止开始竖

直向上运动，直至将物体抛出。对此现象分析正确的是

（A）手托物体向上运动的过程中， 物体始终处于超重状态

（B）手托物体向上运动的过程中，物体始终处于失重状态

（C）在物体离开手的瞬间， 物体的加速度大于重力加速度

（D）在物体离开手的瞬间， 手的加速度大于重力加速度

强化问题解决，完成物理观念提升

难度0.19 A  51.9%



强化问题解决，完成物理观念提升



物理学的概念、规律随着物理学的发展在不断演变着。了

解物理概念、定理、定律的来龙去脉和发生、发展过程，可

以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学基本观念的变革，促进学生对知识更

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认清物理知识的本质。

融入物理学史，感知物理观念作用



略融入物理学史，感知物理观念作用

一般观察 假说 通过演绎思维得出推论

对推论进行实验验证对假说进行修正

1590年，伽利略建立了自由落体定律．它不仅是运动

学中的第一个定量定律，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了一种新
的研究方法，即把数学推理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为物理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人的思维创造出一直在改变的宇宙图景，伽利略对科
学的贡献就在于毁灭直觉的观点而用新的观点来代替它
，这就是伽利略发现的重要意义。 ——爱因斯坦

物理学史 物理学思想史

物理概念和规律在头脑中的提炼和升华



●内涵：

●要素：

主要包括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创新等要素

。

是从物理学视角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

的认识方式；

是基于经验事实建构理想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

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等方法在科学思维领域的具体应用；

是基于事实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同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批

判，进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能力与品质。

科学思维



模型建构

模型建构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思维，它既是一种思维过程，

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其实质就是将隐藏在复杂物理情境中的研

究对象或过程进行简化、抽象、类比、概括，从而揭示客观事

物的本质与规律。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修订稿对于模型建构的要求是：具

有建构理想模型的意识和能力，能够根据研究问题和情境，在

一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进行抽象和概括，构建易于研究的、能

够从主要方面反映事物本质特征和共同属性的理想模型和概念

。



高中物理课程中的两种理想模型

1．研究对象、装置或条件的理想模型:

质点、点电荷、匀强电场、理想变压器、弹簧振子、

单摆、理想气体等。

2．关于运动过程的理想模型:

匀速直线运动、匀变速直线运动、自由落体运动、平

抛运动、匀速圆周运动、简谐运动、弹性碰撞、等温过程

、绝热过程等。

模型建构



17版：1.1.2 经历质点模型的建构过程，了解质点的含义。

知道将物体抽象为质点的条件，能将特定实际情境中的物

体抽象成质点。体会建构物理模型的思维方式，认识物理

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高中物理第一个模型——质点

03版：通过对质点的认识，了解物理学研究中物理模型的

特点，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知识要求相同，增加了“经历过程”和“体会思维方式

”的要求。



《课程标准》对模型建构要求的层次

能说出简单物理模型

能在熟悉情境中应用常见物理模型

能在熟悉情境中选用恰当模型解决简单问题

能将实际问题中的对象和过程转换成物理模型

能将较复杂实际问题的对象和过程转换成物理模型

模型建构



科学推理

推理能力是指结合给定的情境，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方法，

针对问题进行有根据（逻辑）的推断，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

推理能力是衡量个体思维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实践表明，没

有推理能力的支撑，通过重复记忆而获得的知识容易被遗忘。

科学推理包括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



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是从个别（特殊）事物到普遍（一般）事物的逻辑

推理方法。

归纳推理的方法有两种：完全归纳法和不完全归纳法。

物理学中使用的归纳法大多是不完全归纳法，大多数概念的

形成、规律的建立都运用了实验归纳法，即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前人的实验结果等进行定性分析，做出

初步猜想，运用控制变量法进行定量探究，得出实验数据，经

过归纳推理和必要的数学处理得出结论。



归纳推理

现象：微粒沿切线飞出

猜想：速度沿切线方向

实验证据理论证据



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是从普遍（一般）事物到个别（特殊）事物的逻辑

推理方法。我们比较熟悉的演绎推理结构形式是由大前提、小

前提和结论组成的三段论式。

重的物体
下落得快

大于每个
物体重力

比每个物体下
落得快

重的被拖慢
轻的被拉快

重的物体
下落得快

比重的快
比轻的慢

矛盾

×

×



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有部分属性相同，从而推出

它们的其他属性也相同的推理方法。它可以看成一种从特殊到

特殊的非完整的逻辑推理过程，且所获得的结论具有或然性，

不一定可靠。但是，类比推理运用的范围却十分广泛，对于学

生理解知识、解决问题的帮助十分巨大。

库仑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

光 机械波



科学论证

科学论证要求学生具有使用科学证据的意识以及评估科学证

据的能力，运用证据对研究问题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能力

以及建立证据与解释（预测）之间关系的能力。其中的证据主

要包括实验和理论两个方面。

科学论证可以帮助学生转变科学概念，建构科学知识，提升

认识水平，发展探究能力、判断能力和交流能力等。



质疑创新

人在认识事物时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储备、理论思想、价值观

念等对人的观察范围和思考方向作了预先的规定。一旦知识背

景或思想观念发生了转换，就会使视野和思路发生深刻的变化

，就能观察到从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东西，设想出

从前没有想到过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一种质疑创新。

教学中，应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发

散思考问题，基于一些证据大胆质疑，根据一些需求追求创新

。



质疑创新

有人描述了这样一个情境： “早年，一名飞行员驾着

飞机在空中水平匀速飞行，飞机座舱的上部是开放的，空

中经常出现地面射出的流弹，有一次，飞行员感觉脸上有

一只虫子在浮动，抓过来一看，竟是一颗步枪子弹！”

从物理原理上看，你认为这种情境可能发生吗？请说出你

的结论。并根据子弹和飞行员的相对运动关系论述你的结

论。



●内涵：

●要素：

是指基于观察和实验提出物理问题、形成猜测和假设

、设计实验与制定方案、获取和处理信息、基于证据得出

结论并作出解释，以及对探究过程和结果进行交流、评估

、反思的能力。

主要包括问题、证据、解释、交流等。

科学探究



科学探究指的是科学家们用以研究自然界并基于此种研究获

得的证据提出种种解释的多种不同途径；科学探究也指学生们

用以获取知识、领悟科学的思想观念、领悟科学家们研究自然

界所用的方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科学探究



（1）学生参与围绕科学问题、事件或现象展开探究活动， 探
究要与学生已有的认识相联系， 教师设法造成他们思想冲突，
鼓励他们学到更多知识。

探究式教学的特征

（2）学生通过动手做实验探究问题， 形成假设并验证假设，
解决问题， 并为观察结果提供解释。

（3）学生分析、解释实验数据， 并将他们的观点进行综合，
构造模型， 利用教师和其他来源所提供的科学知识阐述概念及
解释。

（4）学生拓宽新的理解、发展新的能力， 并运用所学知识于
新的情境。

（5）学生和教师共同回顾并评价所学内容和学习方法。

科学探究常常与科学思维交融在一起



探究式教学



前认识：重的物体下落得快，轻的物体下落得慢

实验：两重量相同、大小不同的泡沫球下落

矛盾

原因：空气阻力的影响

现象：小球下落得快

思考：忽略空气阻力的条件

学生设计实验：忽略空气阻力的条件，大小橡皮泥下落的快慢

视频：5层楼高大小两铅球的下落的快慢

实验：牛顿管实验

认知冲突

探究式教学

提出问题、形成猜想假设（自由落体运动）



前认识

认知冲突：反思前认知

分析推理：无关因素——空气阻力

思维升华：忽略空气阻力的条件

形成新认知：忽略空气阻力，轻重不同物体下落的快慢相同

科学探究

探究式教学

科学思维（自由落体运动）

思维活动



●内涵：

●要素：

是指在认识科学本质，认识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STSE）的关系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探索自然的内在动

力，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和持之以恒的科学态度，保护

环境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

主要包括科学本质、科学态度、社会责任等。

科学态度与责任



物理学科的本质

• 物理是一系列思维方式。

• 物理是一套探究的方法。

• 物理是一个知识体系。

• 物理与技术、社会相互作用。

物理学科的本质是物理核心素养确立的基础，认清

学科本质有助力于我们对核心素养的理解与把握，有

助力于物理核心素养教学的实施。



科学态度与责任

科学态度的核心是求真、实证、创新

科学态度是在理解科学本质、认同科学价值观的基础上对科

学精神的追求，是科学精神的外在表现。知识和方法都是可以

改变的，但科学态度（精神）是永恒的，其核心在于求真、实

证、创新。



科学态度与责任

社会责任的关键是意识和行为

社会责任是指在研究和应用科学时，能够在感知客观世界的

同时，反思自己应承担的责任，遵循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能

够在重视科学知识与方法的同时，体悟“STSE”之间的密切联

系，热爱自然，关心社会，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能够在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与他人合作，积极参与社会决策，促进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







基于核心素养描述的教学目标——速度

学情分析

1．初中阶段学过的速度是平均速率；

2．高中速度的教学学生要跨两个台阶：一是速度的方向性，发

展学生对矢量的理解，二是瞬时速度的概念，发展学生的科学

思维，这两个台阶是教学的难点。

教学分析

1．具体分析学生现有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科学态

度与责任的发展水平；

2．分析学生从现有水平发展到课程标准水平需要经过的几个过

程，观念和能力发展的障碍是什么。



基于核心素养描述的教学目标——速度

教学目标

1．知道速度是描述物体运动状态的物理量，速度是矢量；

2．经历用极限思想建立瞬时速度概念的过程。

3．能设计和完成测量物体运动速度的实验；

4．通过速度与实际生产、生活的联系，体会物理学的实用性，

增强学习的物理和将物理知识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社会责任。





学业质量

学业质量是学生在完成本学科课程学习后的学业成就表现。

学业质量标准是以本学科核心素养及其表现水平为主要维度，

结合课程内容，对学生学业成就表现的总体刻画。

依据不同水平学业成就表现的关键特征，学业质量标准明确将

学业质量划分为不同水平，并描述了不同水平学习结果的具体

表现。

高中物理学业质量是依据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四个方面及

其水平，结合课程内容的要求而制定的。











题型 题量 题号 分值

选择
题

单项选择题 13 1-13 39

多项选择题
（加试）

3 14-16 6

非选
择题

实验 2 17-18 5+5=10

计算 2 19-20 9+12=21

实验（加试） 1 21 4

计算（加试） 2 22-23 10+10=20

浙江卷



汽车转弯时，其前后轮在地上留下不同的曲线轨迹。汽车左前

车灯的灯束（ ）

（A）跟左后轮轨迹相切

（B）跟左前轮轨迹相切

（C）跟两前轮中点轨迹相切

（D）跟左前和左后轮中点轨迹相切

汽车制成电动车呢？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