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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网传“物理神器”——小滑块谈起

“有一神器，外形可忽略、体积可为零；飞天遁水，无往不利；坚如磐石、滑洁如丝；

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带电、也可以突破引力、甚至可以光速行进！它折磨了几代莘莘学子，我

们为它痴狂不已，它就是传说中的——小滑块！”这个网络流传的“物理神器”从侧面反映

了我们目前考试评价的重要载体——物理试题的缺陷：局限于知识与技能，脱离实际物理情

境，没有评估出学生的真正能力，而仅仅说明了教师的期待值和学生的产出值之间的差距。

比利时著名教育学家易克萨维耶·罗日叶认为，这种评估方式容易造成“功能性文盲”现象，

即学生的学习太理论化并脱离生活实际，不能将他们所学的知识能力运用于日常生活情境

中。认知心理学中关于“情境认知”的研究表明，认知活动具有情境关联性，即特定“情境”

或“场合”不仅能够决定学生对事件意义的理解，还能影响学生的知觉内容及学习方式，并

对记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情境化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2.物理试题的情境化

心理学中的情境是指“对人有直接刺激作用，有一定的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具体

环境”，即情境必须是具体的，具体可感性是情境的特质。罗日叶认为，一个情境主要由“支

持工具”和“命令”两部分组成，支持工具是一组呈现给考

生的物质因素，命令是从既定的支持工具出发，明确向考生

提出的一组答题指示。结合我国物理习题现状，物理情境化

试题是指将物理概念、规律等知识与真实问题情境有机融

合，考查考生对物理概念、规律等知识理解与应用能力的试题，是介于“原始物理问题”与

经过简化和抽象后的“纯物理问题”之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殊类型试题（如图 1）。

3.高考情境化试题的简析

教育测量学认为，真正对知识的较高层次的运用是在新情境中对相关原理的运用。情境

化试题有别于经验类型试题（无法形成解题障碍点，例如通过题海战术训练可解决）和方法

类型试题（一般在解题过程的中后端形成解题障碍点），往往在解题前端形成障碍点。在考

查内容基本保持稳定且考生群体存在通过“题海”战术训练备考的情况下，情境化试题对能

力的测评更为全面准确。在情境化试题解决过程中，所呈现的对学生掌握物理知识情况及知

识更深层次的理解、解决问题所需的各种科学方法和能力、情境化试题本身所渗透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与新课改中的三维培养目标是一致的，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命题的基本思路，构

建命题的基本范式，为提升命题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在高考中采用情境化试题，能够较好

地体现我国高考考试说明中“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高考情境

化试题的数量和质量都在进一步提高，呈现方兴未艾的趋势。

3.1 高考试题设置的情境基于考生的认知发展水平

试题情境材料的甄选应基于考生解决的可能性，考虑到考生的熟悉程度、可理解性以及

考生的潜在水平，使其处于考生的最近发展区内。既要防止情境过于熟悉导致试题的功能可

能退化为考查考生简单的记忆，又要防止试题的情境信息特征与考生实际经验的差异偏大、

情境过于新颖而导致考生“没有思路”。 因此，应基于考生认知发展水平设置适恰的“既熟

悉又陌生”试题情境。

例如某高考题：拖把是由拖杆和拖把头构成的擦地工具（如图 2）。设拖把头的质量为m ，

拖杆质量可以忽略；拖把头与地板之间的动摩擦因数为常数  ，重力加速度为 g ，某同学

用该拖把在水平地板上拖地时，沿拖杆方向推拖把，拖杆与竖直方向的夹角为 。①若拖把

头在地板上匀速移动，求推拖把的力的大小。②设能使该拖把在地板上从静止刚好开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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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推力与此时地板对拖把的正压力的比值为  。已知存在一临界角

0 ，若 0  ，则不管沿拖杆方向的推力多大，都不可能使拖把从静止开

始运动。求这一临界角的正切 0tan 。

试题表现为“生活化情境、学术化描述、数学化思维”，基于考生的生活认知设置“滑

动头拖把”的情境，考查共点力平衡的基础知识，起点低，但落点高，有利于考查并甄别不

同层次的考生水平，例如部分考生对题中“不管沿拖杆方向的推力多大，都不可能使拖把从

静止开始运动”缺乏真正的理解，认为只有竖直用力才不能推动拖把，而用过拖把的考生很

容易根据自己的体验获得重要的解题信息。试题情境设置引导考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有“从生

活走向物理”的实践意识。

3.2 高考试题设置的情境中传递积极价值

试题情境所呈现的背景不同、给考生的命令类型不同、赋予情境目的等不同，都可能对

学生的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高考试题设置的情境应尽可能传递积极价值。例

如某高考题创设的情境导引：“超导现象是 20 世纪人类重大发现之一，日前我国己研制出世

界传输电流最大的高温超导电缆并成功示范运行”，无形中增强考生的民族自豪感，引导学

生投身科技，并给考生传递一种正能量。

3.3 高考试题设置的情境呈现方式多样化

试题的情境材料有很多种类,文字材料、各种数据示意图、原理图、结构图、数据表格、

实物照片等都是常见的呈现形式。例如某高考题：“以漫画形式呈现中

国式过马路及马路

口平面示意图（图

3）”，“喷墨打印机的

简化模型图 4”，“图

5 伽利略 1604 年做

斜面实验时的一页手稿照片，照片左上

角的三列数据表”等。情境材料的呈现方式多样化，有利于提高试卷

卷面设计科学性，使卷面整体协调，增加试卷的亲和性,减少考生的文字阅读量，有利于考

生水平的发挥。试题情境材料以不同形式呈现,可以使某些方面偏强的考生不会太讨巧,某些

方面偏弱的考生也有机会弥补其薄弱环节，并促进考生关注提升处理多种信息材料的能力。

4.物理情境化命题的商榷

4.1 避免出现伪情境

伪情境是指命题过程中只是换一种方式提出学生已经熟悉的某个老问题。情境化命题面

临着问题设计的挑战，应体现“能力立意”作为问题设计的主导方向，以防止死记硬背、题

海战术的不良导向。

例如：如图 6，倾斜雪道的长为 25m，顶端高为 15m，下端经过一小段圆弧过渡后与很

长的水平雪道相接，如图所示。一滑雪运动员在倾斜雪道的顶端以

水平速度 smv /80  飞出，在落到倾斜雪道上时，运动员靠改变姿

势进行缓冲使自己只保留沿斜面的分速度而不弹起。除缓冲过程外

运动员可视为质点，过渡圆弧光滑，其长度可忽略。设滑雪板与雪道的动摩擦因数μ＝0.2，

求运动员在水平雪道上滑行的距离。

题干条件虽然在表面形式上联系了“滑雪运动”物理情境，提供了完美而详细的数据，

实际上并没有为考生提供真实的问题情境，使研究缺乏原始生态性，考生解答时，不会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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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的滑雪运动员是男是女，甚至“人”在此处也成了物体的代名词而已，与“滑块——斜

面”类典型习题无异。

4.2 避免情境材料与解题所需信息分离，情境空洞、虚假等形式化误区

很多物理试题都是抽象物理问题，尝试在试题中融入一些具体情境，容易出现情境材料

与解题所需信息分离“两张皮”，情境相对空洞，甚至虚假等形式化的误区。

例如：美国科学家Willard S.Boyle 与 George E.Smith 因电荷耦合器件(CCD)的重要发明

荣获 200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CCD是将光学量转变成电学量的传感器。下列器件可作为

传感器的有（ ）

A．发光二极管 B．热敏电阻 C．霍尔元件 D．干电池

选项中的 4个器件都是考生较为熟悉的，与情境材料无因果关联性，考生无需阅读诺贝尔物

理学奖相关情境，直接根据选项来判断哪些器件可作为传感器即可，情境材料与解题所需信

息分离。

又如：某人估测一竖直枯井深度，从井口竖直释放一石头并开始计时，经 2s 听到石头

落底声．由此可知井深约为(不计声音传播时间，重力加速度 g 取
210 /m s )（ ）

A．10 m B．20 m C．30 m D．40 m
本题中的情境设置有虚假之嫌，日常生活中的枯井中，一般都生有杂草、堆有杂物等，丢进

的石子不一定能发出清晰能辨的落底声，而且题中“不计声音传播时间”易于导致学生思维

不严谨缜密，疏于实际运用，有故意迎合情境创设之意。

4.3 避免试题情境化程度过高，威胁情境化对试题的效度

情境化是影响试题难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试题的情境化增加了试题的信息量，给考生呈

现了一个真实的、未经加工或抽象的复杂情境，使试题中所蕴涵的物理现象、物理规律更加

隐蔽，若试题的情境化程度过高，则影响考生挖掘情境问题内在的深层次表征，从而影响考

生对解题模型的建立及解题路径的形成，导致情境化降低试题的效度。

例如：探究某种笔的弹跳问题时，把笔分成轻质弹簧、内芯和外壳三部分，其中内芯和

外壳质量分别为m 和 4m 。笔的弹跳过程分为三个阶段：①把笔竖

直倒立于水平硬桌面，下压外壳使其下端接触桌面如图,7（ a ）；②

由静止释放，外壳竖直上升至下端距桌面 1h 时，与静止的内芯碰撞

如图 7（b ）；③碰后，内芯与外壳以共同的速度一起上升到外壳下

端距桌面最大高度 2h 处，如图 7（ c ）。设内芯与外壳间的撞击力远

大于笔所受重力，不计摩擦与空气阻力，重力加速度为 g 。

试题提供的情境是考生“耳熟能详”的课间小游戏，被命题者捕捉并操刀命制，不失为

一道好题，然而得分较低，原因在于考生对情境中笔的部分构件形状、部分构件相对位置关

系以及第二阶段中外壳与内芯碰撞时“粘合”方式等转化提取物理常规模型较为困难，即对

考生而言，涉及笔的结构及运动的情境化程度较高，直接影响考生对解题思路的形成，造成

了解题障碍。

试题情境中出现的“陌生名词”，有时候也会影响考生的顺利解答。

例如：2011年 8月，“嫦娥二号”成功进入了环绕“日地拉格朗日

点”的轨道，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造访该点的国家。如图 8所示，该

拉格朗日点位于太阳和地球连线的延长线上，一飞行器处于该点，在几

乎不消耗燃料的情况下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做圆周运动．则此飞行器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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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线速度大于地球的线速度 B．向心加速度大于地球的向心加速度

C．向心力仅有太阳的引力提供 D．向心力仅由地球的引力提供

部分考生不知试题和图中情境“日地拉格朗日点”为何意，强迫性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不能做

出表象反应的该语词上面，形成障碍性思维反应。

4.4 避免情境对学生产生显著差异性影响

在命制情境化试题过程中，应给考生提供真正的靶向情境，能激发考生对已学习过的知

识和技能进行联结，其中，情境的呈现方式是否对考生具有“新颖性”，不同的个体考生都

是相对而言的，而试题情境对考生的“新颖性”程度，是考生是否有解题思路的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

例如网上流传的情境试题：在一次电子竞技游戏比赛中，蓝色方的披甲龙龟追赶还剩

“一丝血”的红色方龙女，已知龙龟只有用“动力冲刺”的魔法值，并且召唤师技能都进入

冷却时间，他以初速度为 4 /m s ，加速度
20.8 /m s 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加速时间为3s，之

后保持这个速度向前滚动 4s 后停止；龙血武姬同时使用“烈火燎原”瞬间将速度提升为

6.4 /m s ，并以
20.7 /m s 做匀减速直线运动，最终速度回落到 4.3 /m s ，并且他们之间的初

始距离为8m ，7s 内追不上就会放弃击杀，求：（1）披甲龙龟与龙血武姬之间的最大距离；

（2）披甲龙龟能否追上并击杀龙血武姬？

笔者试探性给学生抛出此题，很多学生、尤其是女生显得“云里雾里”，而打过该游戏

的男同学则表现的很兴奋，乐于尝试解答试题。可见，由于试题情境牵涉地域经验、性别经

验、考生经历与体验等的差异，有可能导致命题对城市与农村或男女考生产生不公平。

对此，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PISA 和英国 APU 测试的试题情境设置具有借鉴意义。国际学

生评价项目 PISA 科学试题情境来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把科学情境分为三个层次：个人的

（自我、家庭和群体）、社会的（社区）和全球（世界范围内的生存），又将这些科学情境的

具体内容划分为健康、自然资源、环境、危害和科技前沿等五大领域，三大层级和五个领域

相互交叉，形成了一共 15 种科学情境。英国 APU 测评试题情境主要分为三类：与科学有关

的，与其它科目有关的，以及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考查。这种方式可

有效避免考生因某一情境新旧偏差而带来的测评误差，有利于考查不同情境下学生的能力表

现。

学生运用已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是高考要求的能力之一，而试题情境化正是检验学生运

用物理学科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有利于引导学生从物理视角认识科学、社会、

生活生产方面的问题，把目光从狭窄的课本知识中解脱出来，践行“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

理走向社会”的课改理念。情境化命题在试题改革道路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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