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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考评价体系的设计旨在科学、公平、全面地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指导教师做好教学工作

和学生提高高考备考复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文件。对基于高考评价体系下2023与2024年物理新课标

卷物理实验题的深入分析探讨,本文按照“四层四翼”的要求,结合近两年来的高考新课标卷物理实验题,

探讨分析了高考评价体系是如何在高考物理实验题中体现的,进一步阐述高考评价体系对物理学科实

验教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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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ims to evaluat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scientifically, fairly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is a pertinent and effective document to guide 

teachers to do a good job in teaching and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and review.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physics experiment questions in the 2023 and 

2024 physics standard papers unde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how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 is reflected in the physics experiment questions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four layers 

and four wings", combined with the physics experiment questions of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tandard paper in the past two years, and further expounds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o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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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改革持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高考作为人才选拔的

重要途径,其命题趋势与考查方向备受关注。《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3年和2024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都着重强调了“高

考命题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依托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注重考查学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引导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物理学科作为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验题

对于考查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科学思维以及探究精神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新课标卷物理实验题在这两年的高考中不断创

新与变革,紧密围绕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的“一核”“四层”“四

翼”展开。 

1 理论根基：阐述高考物理评价体系的内涵 

高考评价体系是根据党的教育方针、高校人才选拔和《国

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结合了《普通

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要求,可用于指导

高考命题和推动高考内容改革。其基本内涵是“一核四层四翼”,

如图所示[1]。 

1.1“一核”是高考的核心功能,回答“为什么考”的问题

包括 

①立德树人：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在高考评价体系中,立德树人

体现在评价学生的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社会责任等,要注重学

生的全面发展,不仅关注学业成绩,还要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②服务选才：通过科学、公平、全面的评

价方式,为国家选拔符合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高考不仅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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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在各个学科的知识掌握程度进行精准测试也可以全面评估

考生的关键能力,可以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和生涯规划。③引导

教学：通过科学的命题设计和评价标准,引导教学回归教育本质,

回归立德树人、注重核心素养、优化内容设计、改进评价方式、

关注学生个性化发展。帮助教师认识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学

生学习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调整教学方法和学习策略,促进理念

更新明确重点助育全面人才。 

 

图1  “一核四层四翼”的高考评价体系[1] 

1.2“四层”为高考的考查内容,回答“考什么”的问题包括 

①核心价值：是立德树人的核心渗透。它以科学精神为指

引,激励学生在实验与理论探索中追求真理,通过物理学科传递

科学精神、社会责任、文化自信[2]。体现了物理思想方法在解

决实际情境问题中的重要性。②学科素养：是物理核心能力的

培养。它融会了物理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和人才选拔素养内涵要

求,涵盖了高中物理的基础知识、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态

度与责任的培养。③关键能力：指学生在物理学习过程中需要

具备的核心能力和运用物理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是学生

高质量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必备的能力。具体

包括知识获取的理解能力、建构模型的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

力,应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④必备知识：是物理学习的

基础,它引导学生回归基础与教材,指学生在高考物理中需要熟

练掌握和灵活运用的物理知识和方法,如理解基本概念、牢记物

理规律、熟悉物理模型、运用实验技能、掌握数学工具等。 

高中物理的“四层”评价体系通过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的

深度融合,推动学生从“解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从“知识

记忆”向“素养提升”跨越。 

1.3“四翼”为高考的考查要求,回答“怎么考”的问题

包括 

①基础性：考查学生对物理基础概念和规律的掌握程度、注

重基本实验原理和方法、强调基本运算和数学工具的应用、体现

对基本物理思想的考查。②综合性：考查学生解决复杂问题时

的综合运用能力。它包括跨章节、多知识点的融合,例如：把运

动学和动力学、动量、能量、电磁场综合起来解决复杂得多过

程问题的能力。③应用性：以实际生活情境为背景或是与科技、

体育和社会实际等情景结合,让学生用物理知识解释和解决实

际问题。④创新性：主要在新的情景、新的设问方式下考查物

理知识,要求学生通过推理和创新思维、科学探究,运用所学物

理知识去理解分析这些新问题。要求学生具备探索和发现新知

识、新方法的能力,鼓励学生提出新问题、设计新方案。 

2 近两年高考物理实验题的特点与趋势 

通过分析近两年新课标卷高考物理实验题,总结其特点与

趋势,试题发挥实验题考查功能并加强对课程标准中新增实验

的考查。物理是基于实验研究的基础科学,高考命题中关于科学

探究的实验内容和试题分值近两年来由之前的15分提高到了18

分。试题切实落实了探究的要素内涵,在内容上兼顾了教材中学

生分组实验与课标要求学生必做实验和创新实验设计的范围,

情境上注重联系实际和学习研究,能力上注重信息获取和处理、

推理论证和质疑创新。高考评价体系明确了“一核四层四翼”

考查要求,这与物理新课程标准倡导的核心素养目标理念完整

契合一体[3]。 

3 应用实践：基于高考评价体系的试题分析 

3.1基于“四翼”的试题分析 

根据高考评价体系中的“四翼”要求,对近两年物理实验题

进行分析,得到表1[4]。 

年份 题号(分值) 考查内容 基础性 综合性 应用性 创新性

2023

22(6分) 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 是 是 是 是

23(12分) 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 是 是 是 是

2024

22(6分) 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是 是

23(12分) 测电压表内阻 是 是 是 是

 

近两年高考实验题主要体现“四翼”要求中的基础性和综

合性并兼顾应用性和创新性,即实验题综合了多个章节和知识

点,这有助于考查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3.2基于“四层”的试题分析 

3.2.1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 

根据高考评价体系中的“四层”要求,对近两年物理实验题

考查的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识进行分析,得到表2[4]。 

年份 题号(分值) 考查内容 学科素养 关键能力 必备知识

2023

22(6分)
观察电容器的充

放电现象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

科学推理能力

多用电表、电容器的冲、放

电、电路串、并联相关知识

23(12分)
用单摆测量重力

加速度的大小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科学态度与责任

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

科学推理与计算能力、

创新能力

螺旋测微器读数、单摆实验

原理及周期公式

2024

22(6分)
验证动量守恒定

律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

模型建构能力

动量守恒定律实验原理、平

抛运动

23(12分) 测电压表内阻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科学态度与责任

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

科学推理与创新能力

多用电表的原理及使用、电

路串、并联相关知识、滑动

变阻器的分压式接法

 

近两年物理实验题考查的核心素养较为稳定,重点考察了

学生的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物理实验是学科

素养的重要实践载体。实验题主要考查学生信息获取和处理能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3 

Modern Education Forum 

力、科学推理能力、创新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包括理解、推理、

分析综合、数学处理等关键能力)。实验题涉及的常考必备知识

包括：电路、多用电表、单摆、动量守恒定律等是物理的核心

知识,旨在引导学生重视基础内容回归课本和课标上的学生必

做实验。 

3.2.2核心价值分析 

2023年和2024年新课标卷物理实验题主要体现了正确的价

值导向和物理学科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通过物理实验传递

科学精神,社会责任与文化自信,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观和

价值观。“四层”的考查中,核心价值位于最上层起到引领作用,

学科素养起到导向作用,二者共同统摄物理学科的关键能力和

必备知识。它是在复杂情境中对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的综合运

用[5]。试题考查了学生对实际情境中物理问题的理解,体现了物

理学科的应用价值,加强对课程标准中新增实验的考查,如“观

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基于教材情境,拓宽实验的选材范围。

有的试题如“2023年实验题考查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

考查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数据读取与处理能力、逻辑推理能

力等。体现了对学生科学探究素养和科学思维素养的考查,让学

生在实验过程中体验科学研究方法,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有的

试题具有综合创新性,需要学生具有建构模型的意识及能力,更

注重知识形成过程,以实验的基础知识为切入点,重视实验原理

的分析和知识的形成过程,如“2024年全国新课标卷实验题结合

平抛运动、电路的串并联规律”等知识,让学生在理解知识形成

过程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从教师层面来看,立德树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考衔

接,立足核心素养,从对试题情景这一特征的认识逐步过渡到对

背后必备知识、关键能力、核心素养的理解与落实。在高考评

价体系下,物理实验教学应注重：(1)基础实验技能：通过反复

练习基本实验操作,夯实学生的基础能力。(2)设计综合性实验

任务：将多知识点融入实验,提升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3)联

系实际应用：通过生活化、科技化的实验设计,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4)鼓励创新思维：在实验中设置开放性任务,培养学生

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教学中不仅要注重实验基础、科学思

维、实际应用和实验素养的培养,同时需结合现代化技术和个性

化教学,帮助学生提升实验能力,更好地应对高考和未来的科学

学习。 

从学生层面来看,学生需要对必备知识进行深入的思考和

深刻地理解,回归教材,夯实学科基础,杜绝机械地刷题。(1)夯

实实验基础：基础性强调学生对基本实验技能、仪器使用和基

础知识的掌握,这是实验学习的起点。具体体现在掌握实验基本

仪器的使用方法(如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多用电表)、理解

实验原理和基本操作步骤(如伏安法测电阻、验证牛顿第二定

律)、熟悉实验数据的记录和处理方法。(2)整合多知识点：综

合性强调实验学习中知识网络构建,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将力学、电学、热学等不同领

域的知识结合。在实验处理中融入数学工具,如图像法处理数

据、利用函数关系推导结论。通过实验设计考查学生对实验原

理、操作步骤和数据分析的综合理解。(3)解决实际问题：应用

性强调实验与生活、科技和社会实际的联系,学生学会将实验知

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体现为设计贴近生活或科技前沿的实验、在

实验中可以融入社会热点、通过实验解决实际问题。(4)培养创

新思维：创新性强调实验学生学习中对创新思维和探究能力的

培养,鼓励其提出新问题、设计新方案。鼓励学生改进实验方案、

设计开放性任务激发创造性思维、通过实验学习考查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4 结束语 

在全国卷命题的收官之年,课标、教材、高考对物理教学的

一致引导作用,以及教育部对未来各省市高考命题的定调导向

作用,都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教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备考,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必须落到实处,核心素养不是空话,而

是新课标的培养目标,也是新高考的评价对象[6]。学生需要从基

础知识、探究能力、数据处理、实际应用等方面入手,结合现

代技术和高考要求,注重实践与反思,全面提升实验能力和科

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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