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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安徽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纲要

物 理

一、编写说明

物理学科学业水平考试纲要是根据《安徽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施意见（试

行）》和《安徽省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工作指导方案》的精神、依据国家教育部

制订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和我省各地所使用的教材，以及我省的

教学实际情况编写的。

二、考试性质与目标

(一)考试性质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我省高中阶段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状况的重要评价手

段之一，考试的内容和考查要求是对高中阶段学生学习的最低要求，考试结果是学

生毕业、升学的参考依据之一。

(二)考试目标

根据上述性质，依据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中各模块的内容标准的

具体要求，本纲要紧密围绕具有共同基础性质的物理基本知识和技能，明确规定它

们的考试水平要求，是物理学科教学质量评估和学业水平考试命题的依据。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中关于知识的水平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了

解 A：能再认或回忆知识；识别、辨认事实或证据；举出例子；描述对象的基本特

征。理解 B：能把握内在逻辑联系；与已有知识建立联系；进行解释、推断、区分、

扩展；提供证据；收集、整理信息等。应用 C：在新情景中使用抽象的概念、原则；

进行总结、推广；建立不同情景下的合理联系等。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

对技能的水平要求是能独立操作。

为了方便学生学习和教师组织考试复习，本纲要参照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把对知识的考试要求分为知道 A（即了解）和

理解 B（包括了应用层次的要求）两个层次；其中包括对实验内容（指实验理论知

识部分，以水平考试试卷中填空或选择题的形式出现）的考试要求。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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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①(必修)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质点 参

考系和坐标

系

1.知道质点是一个物理模型，即把所研究的物体简化

为一个忽略大小和形状（或者虽然不能忽略物体的大

小和形状，但可用其上任意一点的运动来代替整个物

体的运动）而只具有质量的点。

√

2.知道描述物体的运动首先要选择参考系；能举例说

明研究一个物体的运动时，选择的参考系不同，运动

的描述可能不同。

√

3.知道坐标系是建立在所选定的参考系上，用以定量

地描述物体的位置及位置的变化。
√

二、时间和

位移

1.能区分和正确使用时刻和时间间隔。 √

2.知道位移是表示物体（质点）的位置变化的物理量，

即从初位置到末位置的一条有向线段，是一个矢量。
√

3.能分析说明常用的物理量中哪些是矢量（如：速度、

加速度、位移、力、场强等），哪些是标量（如路程、

时间、质量、电流、电压等）。

√

4.能在坐标系（或坐标轴）上正确地表示出物体（质

点）的位置和位移。
√

三、速度 1.能根据速度的定义式
xv
t





，正确地说明物体的平

均速度和瞬时速度的物理意义；能说明速度是矢量。

√

2.能根据速度的定义式进行一般的计算。 √

四、实验：

用打点计时

器测速度

1.知道电磁打点计时器和电火花计时器的基本结构。 √

2.知道打点计时器是使用交流电源进行工作的；在纸

带上打点的时间间隔由所使用交变电流的周期决定，

一般是 0.02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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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打点计时器在纸带上所打点之间的距离表示

相应时间间隔中物体的位移大小。
√

4.能利用实验获得的纸带对被研究物体的平均速度

和瞬时速度进行测量和计算。
√

5.能根据物体运动的速度—时间图象（即 v-t图象）

对做直线运动物体的速度及其变化进行判断和计算。
√

五、加速度 1.知道加速度是描述运动物体速度变化快慢的物理

量，其定义式为
t
va




 ，单位是 2s/m .
√

2.能说明加速度是矢量，能根据
t
va




 进行一般的计

算。

√

3.能依据 v—t图象对运动物体的加速度进行分析和

计算。
√

第二章 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研究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匀变速

直线运动的

速度与时间

的关系

1.知道匀变速直线运动是指物体做加速度不变（大小

和方向都不变）的直线运动。
√

2.理解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物体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式，即 0v v at  ；能运用它进行相关的计算。
√

二、匀变速

直线运动的

位移与时间

的关系

1.根据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 v—t图象，能说明图

线与时间轴围成的梯形面积的物理意义；并能论证得

出关系式 2
0

1
2

x v t at  .

√

2.能运用关系式 2
0

1
2

x v t at  进行论证和计算。 √

3.能推导出物体做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与速度的

关系式 v2- 2
0v =2ax；并能运用该关系式进行一般的论

证和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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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落

体运动

1.知道物体只在重力作用下从静止开始下落的运动，

称为自由落体运动。
√

2.能说明自由落体运动是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线

运动，其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 g ，方向竖直向下。
√

3.能写出自由落体运动的运动学公式，并能运用它们

进行相关计算。
√

第三章 相互作用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重力 基

本相互作用

1.能正确作出具体情况中物体受力（矢量）的图示。 √

2.知道重力是地球表面附近的物体由于受到地球的

吸引而产生的；能说明物体存在重心；能正确判断形

状规则的均匀物体重心的位置。

√

二、弹力 1.知道弹性形变和弹性限度的物理意义。 √

2.能说明压力、支持力和拉力都是弹力，并能正确标

出一般情况下各种弹力的方向。
√

3.经历实验“探究弹簧伸长与所受外力之间的关系”，

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即胡克定律，关系式为 F=kx，

其中 k是弹簧的劲度系数， x是弹簧的形变量（即伸

长或缩短的长度）。

√

4.能运用胡克定律进行相关计算。 √

三、摩擦力 1.能结合具体问题说明静摩擦力的产生及变化特点，

即两物体间实际发生的静摩擦力F的大小在 0与最大

静摩擦力 maxF 之间（写成关系式为：0<F maxF ）。

√

2.能运用滑动摩擦力的大小跟压力成正比的规律，即

F=μFN进行判断和计算，其中μ叫动摩擦因数，其

数值跟相互接触的两个物体的材料有关，还跟接触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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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粗糙程度）有关； NF 表示压力的大小。

3.知道滚动摩擦及其产生原因；知道当压力相同时，

滚动摩擦力比滑动摩擦力小得多。
√

四、力的合

成与分解

1.能结合具体问题说明什么是合力及相应的分力。 √

2.能运用平行四边形定则进行共点力的合成。 √

3.经历 “力的合成的平行四边形定则” 的实验过

程，并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

4.知道力的分解是力的合成的逆运算，同样遵循平行

四边形定则；能根据具体情况对一个力进行分解。
√

5.知道所有矢量的合成与分解都遵循平行四边形定

则。
√

第四章 牛顿运动定律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牛顿第

一定律

1.能正确表述牛顿第一定律，并能结合具体问题加以

说明。
√

2.能说明质量是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即质量

越大的物体，其惯性越大。
√

二、牛顿第

二定律

1.经历 “探究加速度与质量、力的关系” 的实验过

程，能对测量数据进行恰当地处理，并得出正确的结

论。

√

2.能说明实验过程中如何测量加速度、提供外力、改

变物体的质量和如何平衡物体运动过程中受到的摩

擦力等。

√

3.能正确运用牛顿第二定律及其关系式 F=ma进行论

证和相关计算。
√

三、力学单

位制

1.知道国际单位制中几个被选定的基本物理量及其

符号：长度（l）、质量（m）、时间（t）、电流（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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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温度（T）；知道上面几个基本量单位的名称和

符号：米（m）、千克（kg）、秒（s）、安培（A）、开

尔文（K）。

2.能根据物理定律或物理量的定义式推导出物理量

的单位。
√

四、牛顿第

三定律

1.能结合具体问题说明什么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

2.能正确表述牛顿第三定律；能运用牛顿第三定律进

行论证或解释问题。
√

五、用牛顿

定律解决问

题

1.能对被研究的物体进行全面的受力分析、建立坐标

系、列出力与运动关系方程，以及进行规范地解答等。
√

2.知道什么是物体处于平衡状态。 √

3.能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说明在共点力作用下物体的

平衡条件是合外力为零。
√

4.能利用共点力的平衡条件进行一般的计算。 √

5.能举例说明什么是超重和失重现象，并能进行有关

问题的分析和计算。
√

物理②（必修）

第五章 曲线运动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曲线运

动

1.能说明并正确画出质点做曲线运动时，它在某一点

的速度，沿曲线在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

2.能说明曲线运动是变速运动。 √

3.能依据牛顿运动定律，分析说明物体做曲线运动的

条件，即当物体所受合力的方向跟它的速度方向不在

同一直线上时，物体就做曲线运动。

√

4.能说明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是研究处理平面内（二

维）的运动（可以是直线运动，也可以是曲线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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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方法；能运用平行四边形定则进行运动的合成

与分解。

5.能进行运动的合成与分解过程中的相关计算，如速

度的合成与分解等；能合理描述合速度或合加速度的

方向（可以是三角函数的形式，也可以是结合坐标系

进行语言说明）。

√

二、平抛运

动

1.能描述“平抛运动”模型。 √

2.能结合实验说明平抛运动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

上分运动的规律。
√

3.经历“研究平抛运动”的实验过程；并能对实验数

据进行正确地处理。
√

4.能利用平抛运动的规律进行相关计算，包括位移、

速度和运动轨迹的描述（数学形式）等。
√

5.能分析处理一般的抛体运动，如竖直上抛运动、斜

抛运动，等。
√

三、圆周运

动

1.能说明做圆周运动物体的线速度的方向特点（即与

圆弧相切）。
√

2.知道做圆周运动物体的角速度大小的定义式

=
t
 


、单位: 弧度/秒（rad/s）。
√

3.能说明什么是匀速圆周运动（即线速度大小不变的

圆周运动）。
√

4.能推导出圆周运动中，线速度的大小与半径、角速

度大小之间的关系 v r ；能运用该关系式进行计

算。

√

四、向心加

速度和向心

力

1.知道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其加速度的方向指向

圆心。
√

2.知道向心加速度大小的表达式 an=
2v
r
=ω2r，并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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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该关系式进行计算。

3.能说明向心力是指做圆周运动的物体所受到的指

向圆心的合力。
√

4.能运用关系式 Fn=
2vm
r
=mω2r进行相关计算。 √

五、生活中

的圆周运动

1.能大致说明铁路弯道的设计特点，即利用火车重力

与支持力的合力提供所需要的向心力。
√

2.能对有关拱形桥、航天器和其它典型情况中的物理

问题进行一般的计算（即通过一般的受力分析，运用

牛顿运动定律、向心加速度公式等进行计算）。

√

3.能举例说明离心运动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实际

中的应用和危害。
√

第六章 万有引力与航天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行星的

运动

1.了解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在中学阶段，可以认

为行星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太阳位于行星轨道的

圆心，且所有行星轨道半径的三次方跟它的公转周期

的二次方的比值都相等，即
3

2

r k
T

 .

√

二、太阳与

行星间的引

力

1.知道太阳与行星间的引力满足关系式 F= 2r
MmG ，

方向沿着二者的连线（其中 mM、 分别代表太阳和行

星的质量， r为行星的轨道半径）；知道 G是一个比

例系数，与太阳、行星都没有关系。

√

三、万有引

力定律
1.能正确表述万有引力定律，理解关系式 F=G 2

21

r
mm

中各物理量的意义，包括引力常量 G.

√

2.知道引力常量 G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物理常量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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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道是卡文迪许在实验室中测出了它的值，能说

明该常数被精确测量的意义。

3.在不考虑地球自转的影响时，能推导出关系式

M=
G
gR 2

，其中 M是地球的质量，R是地球半径。
√

4.知道海王星是先通过万有引力定律进行计算，后经

过观察发现的；知道上述事件与哈雷彗星的“按时回

归”一起确立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地位。

√

5.能利用万有引力定律进行一般的计算。 √

四、宇宙航

行

1.知道第一宇宙速度的物理意义（即物体在地面附近

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的速度）和大致量级，即

7.9km/s.

√

2.知道第二宇宙速度和第三宇宙速度的物理意义。 √

五、经典力

学的局限性

1.知道经典力学一般指以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

定律为基础的牛顿力学。
√

2.知道经典力学不适用于高速运动、微观粒子和强引

力情况。
√

第七章 机械能守恒定律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功 1.理解功的规定及定义式 W= cosFl ；能说明力对物

体做负功的物理意义，即某力对物体做负功，等价于

“物体克服该力做功”。

√

2.理解当物体在几个力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一段位移

时，这几个力对物体所做的总功，等于各个力分别对

物体所做功的代数和；也等于这几个力的合力对物体

所做的功。

√

3.能正确运用功的定义式进行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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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率 1.理解功率的意义及其定义式 P=
t
W

，能正确运用该

定义式进行判断和计算。

√

2.能说明机械额定功率的意义，即机械在正常条件下

可以长时间工作的最大功率；能区别瞬时功率和平均

功率。

√

3.理解公式 P=Fv，并能正确使用该关系式进行计算。

（公式中v是平均速度时，P对应的是力 F做功的平

均功率；v是瞬时速度时，P对应的是力 F做功的瞬

时功率。）

√

三、重力势

能

1.理解物体运动时，重力对它做的功只跟它的起点和

终点位置有关，而跟物体运动的路径无关。
√

2.知道重力势能的定义式 EP=mgh，理解重力做功与

重力势能的关系，即 WG= EP1 - EP2.
√

3.能说明重力势能的相对性。 √

四、弹性势

能

1.知道弹性势能是因发生弹性形变的物体的各部分

之间，由于有弹力的相互作用而具有的能。
√

2.类比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的研究方法，能说明如何

计算弹簧弹力所做的功。
√

3.能说明弹簧的弹力做功与弹簧弹性势能的关系；知

道弹簧的劲度系数 k 越大，形变越大，弹簧的弹性势

能越大。

√

五、动能和

动能定理

1.能分析说明“探究功与物体速度变化的关系”实验

的设计思想、方法，并经历该实验过程，以及得出正

确的结论。

√

2.知道物体动能的表达式，即 Ek=
2
1 mv2；能推导出物

体在恒力作用下的动能定理表达式。

√

3.能说明动能定理同样适用于物体受变力和物体做

曲线运动时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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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正确运用动能定理进行计算。 √

六、机械能

守恒定律

1.能推证出：在只有重力或弹力做功的物体系统内，

物体的动能与势能可以相互转化，而总的机械能保持

不变。

√

2.能运用机械能守恒定律进行相关的论证和计算。 √

七、实验：

验证机械能

守恒定律

1.能阐述实验的主要步骤，并经历该实验过程。 √

2.能对实验数据进行正确分析，并得出正确结论（包

括已打点纸带的选择、位移的测量和各点瞬时速度的

计算，以及如何通过表达式和实验结果说明机械能是

守恒的，等）。

√

八、能量守

恒定律与能

源

1.能完整表述能量守恒定律，并能通过实际问题加以

说明。
√

2.能举例说明什么是能量的耗散。 √

3.能基于能量的耗散举例说明自然界中宏观过程的

进行是有方向性的。
√

物理 1—1（选修）

理科倾向的学生该部分内容的测试同样按 1—1的考试水平加以要求（其中的“第

三章 电磁感应”中部分内容的要求和“第四章 电磁波及其应用”中的内容要

求另有专门说明）

第一章 电场 电流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电荷 库

仑定律

1.能举例说明什么是静电现象。 √

2.知道电荷量是描述电荷多少的物理量，用 Q（或 q）

表示；单位为库仑（C）。
√

3.能解释摩擦起电现象。 √

4.能举例说明什么是感应带电现象。 √

5.知道元电荷 e =1.6×10-19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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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知道什么是静电力（库仑力）；知道点电荷模型的

规定。
√

7.能正确表述库仑定律，能运用关系式 F = 2
21

r
QQk 进

行判断和简单的计算，其中 k 是静电力常量。

√

二、电场 1.知道电荷的周围存在电场；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是

通过电场发生的。因此，电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
√

2.知道电场的基本性质就是对处于电场中的电荷有

力的作用。能运用场的观点说明电荷间的相互作用力

是如何发生的。

√

3.知道电场强度是描述电场强弱和方向的物理量；其

定义式为 E=
q
F
，单位：牛/库（N/C）；电场中某点电

场强度的方向跟正电荷在该点所受电场力的方向相

同。

√

4.知道电场中的电场线不仅可以表示电场强度的方

向，而且还可以表示电场强度的相对大小；能根据已

有的电场线分布情况，画出电场中某点的电场强度方

向，并能比较各处电场强度的相对大小。

√

5.能说明匀强电场的特点，即电场所分布的区域中，

各处的电场强度大小和方向都相同。
√

6.知道当两块大小相等、互相正对、靠得很近的平行

金属板分别带有等量的异种电荷时，两金属板之间就

存在匀强电场。

√

三、生活中

的静电现象

1.能举例说明生活中的火花放电和接地放电现象。 √

2.知道电荷在带电导体表面的分布是不均匀的：突出

的位置电荷分布比较密集，平坦的位置电荷分布比较

稀疏。

√

3.能举例说明静电现象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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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

四、电容器 1.知道什么是平行板电容器，以及电容器的符号。 √

2.能说明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过程。 √

3.知道电容是反映电容器极板上储存电荷本领大小

的物理量，其单位是法拉（简称法、符号 F），还有

微法（μF）、皮法（pF）；能正确进行这些单位间的

换算。

√

4.知道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与哪些因素有关，即两极

板的正对面积越大、极板间的距离越近，电容器的电

容就越大。极板间电介质的性质也会影响电容器的电

容大小。

√

五、电流和

电源

1.知道金属中的电子，以及酸、碱、盐水溶液中的正、

负离子都是自由电荷。
√

2.能从导体中自由电荷受电场力作用的角度说明电

流的形成：即把电源接到导体两端，导体两端有了电

压，这时导体中也就有了电场；导体中的自由电荷在

该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

3.知道电流是描述电流强弱的物理量，其单位是安

（A）、毫安（mA）、微安（μA）等；能根据其定义

式
t
QI  进行简单的计算。

√

4.能说明电源两极间电压的大小是由电源本身的性

质决定的，电动势就是描述这一特性的物理量，其符

号是 E，大小等于电源没有接入电路时两极间的电

压。

√

5.能举例说明电源是把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电能的

装置。
√

六、电流的

热效应

1.知道关于电流热效应的焦耳定律及其关系式

Q= RtI 2 .
√

2.能运用焦耳定律 Q= RtI 2 进行简单的计算（包括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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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的计算等）。

第二章 磁场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磁场 1.知道磁体会在其空间激发磁场；磁场是一种客观存

在的物质。
√

2.知道磁场方向的规定（即在磁场中的某一点放一个

小磁针，这时小磁针北极受力的方向，也就是静止时

小磁针北极所指的方向，就是那一点的磁场方向）。

能在已知磁感线分布的磁场中正确画出某位置处磁

场的方向。

√

3.能描述地球的磁场分布特点。 √

二、电流的

磁场

1.能运用安培定则判断并描绘出通电直导线的磁场

分布（即磁场方向沿磁感线的环绕方向）。
√

2.能运用安培定则判断通电螺线管内部磁感线的方

向（或环形电流轴线方向的磁场方向）。
√

三、磁场对

通电导线的

作用

1.知道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到的力叫做安培力。 √

2.理解通电导线在磁场中所受安培力 BILF  中各物

理量的意义，包括他们之间的方向关系等。
√

3.知道磁感应强度 B是描述磁场强弱的物理量，是一

个矢量，其方向即磁场的方向，单位是特斯拉（简称

为特，符号是 T）；定义式为：
IL
FB  .

√

4.能运用安培力公式和磁感应强度的定义式进行简

单的计算。
√

5.能运用左手定则判定安培力的方向。 √

四、磁场对

运动电荷的

作用

1.知道洛伦兹力是指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力；会判

断洛伦兹力的方向。
√

2.知道通电导线内的带电粒子在做定向运动时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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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洛伦兹力在宏观上就表现为导线受到的安培力。

3.知道显像管的工作原理（即电子束的磁偏转机制）。 √

第三章 电磁感应

（下表里知识点中的三、四、五和六，只对理科倾向的学生有要求）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电磁感

应现象

1.能说明什么是电磁感应现象和感应电流。 √

2.能说明什么是穿过一个闭合电路的磁通量和磁通

量的变化。
√

3.能根据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判断具体情况中能否

产生感应电流。
√

二、法拉第

电磁感应定

律

1.知道在电磁感应现象中产生的电动势叫做感应电

动势。
√

2.能准确表述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能运用定律表达

式 E=n
t



（其中 n为线圈匝数）进行简单的计算。
√

三、交变电

流

1.能说明什么是交变电流。 √

2.知道交流发电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

3.能依据交变电流的图象（u—t图像或 i—t图像）求

得交变电流的峰值、周期、频率等。
√

4.能正确说明正弦式电流、电压的表达式 i=Im sinω

t 、u =Um sinωt中各物理量的意义。
√

5.知道交流电压、电流的有效值是根据电流的热效应

规 定 的 ； 且 正 弦 式 电 流 、 电 压 的 有 效 值 为

2
,

2
m

e
m

e
IIUU  ；知道各种使用交变电流的电器设

备上所标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值都是指交流的有

效值。

√

四、变压器 1.知道变压器的基本结构，能说明什么是原线圈（初

级线圈）和副线圈（次级线圈）。
√



16

2.能定性说明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即变压器为什么能

改变交变电流的电压。
√

五、高压输

电

1.能说明在输送一定功率的电能时，采取高压输电的

道理。
√

六、自感现

象和涡流

1.能说明什么是自感现象和自感现象发生的原因，以

及自感现象的应用和危害。
√

2.能说明涡流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涡流的应用和危

害。
√

第四章 电磁波及其应用

(本章内容只对文科倾向的考生有要求)

知识点 相关各知识条目的考试水平要求
水平层次

A B

一、电磁波

的发现

1.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 √

2.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 √

3.能根据上面两个基本论点推断：如果在空间某区域

有不均匀变化的电场（或磁场），那么，空间中就可

能存在电磁波。

√

4.知道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光是以波动形式

传播的一种电磁振动。
√

5.知道是赫兹通过实验验证了麦克斯韦关于电磁波

的预言，以及赫兹关于电磁波的实验，为无线电技术

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

二、电磁波

谱

1.能说明关于波动的几个概念，即波长、波速 c（电

磁波的波速就是光的传播速度）和频率 f (或周期 T）

的物理意义；以及几个量之间的关系，即 c f .

√

2.知道无线电波、光波、X射线、γ射线都是电磁波；

能按电磁波的波长大小或频率的高低顺序把它们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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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成谱，即为电磁波谱。

3.能大致说明无线电波、光波、X射线、γ射线等之

间的波长或频率差别（即波长长短、频率高低上的不

同）。

√

4.能说明电磁波具有能量。 √

说明：各市若进行物理实验操作考查，以下实验作为考查范围，考查要求参

考本《纲要》中考试水平要求中相关的内容。

1.验证力的合成的平行四边形定则

2.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间的关系

3.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四、例证性试题

1.某质点由 A点先向东运动 12m至 B点，再由 B点向西运动 20m至 C点，然

后向北运动 6m至 D点。则在由 A到 D的过程中质点运动的路程和位移的大小分

别是（ ）

A.38m, 10m B.2m, 10m C.14m, 6m D.38m, 6m

【答案】A

【说明】本题考查路程和位移的概念。路程是物体实际运动轨迹的长度，是

标量。位移是从初位置指向末位置的有向线段，是矢量。只有物体做单向直线运

动时位移的大小才等于路程。本题需要根据题意画出质点运动轨迹的示意图，然

后通过对路程和位移概念的理解做出正确的判断。水平层次：A，属于较容易题。

2. 在“用打点计时器测速度”的实验中，小车拖着纸带运动，打点计时器每隔

0.02s打一个点，打出的纸带如图所示，选出 A、B、C、D、E共 5个计数点，每

相邻两个计数点之间还有四个计时点图中未画出，

测出的相邻各点间的距离已标在图上，由此可求

得打下 C点时小车运动的速度 vc= m/s，小

车的加速度 a = m/s2．

【答案】 0.19 0.2

【说明】本题考查了打点计时器的纸带处理问题。从知识上看，是一个典型

的匀加速直线运动问题，能有效地考查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有关知识，且在数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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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面有一定的要求。根据匀变速直线运动中间时刻的速度等于该过程的平均速

度，即根据公式 BD
c 2

xv
T

 可以求出打下 C点时小车的瞬时速度大小；根据匀变速直

线运动的推论公式 x=aT2可以求出加速度的大小。水平层次：B，属于较难题。

3.一物体沿直线运动，其速度 v随时间 t变化的图象如图所示。由图象可知

（ ）

A.在 0-2s内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大小为 5m/s2

B.在 0-2s内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大小为 10m/s2

C.在 0-2s内物体运动的位移大小为 20m

D.在 0-4s内物体运动的位移大小为 40m

【答案】A

【说明】本题考查运动物体的 v-t图象。匀变速直线运动的 v-t图象是一条倾

斜的直线，图象的斜率即为运动物体的加速度。匀速运动的 v-t图象平行于横轴。

图象与横轴围成的面积即为该时间段的位移。水平层次：B，属于中等难度题。

4.在平直的公路上汽车以 v0＝20m/s的速度匀速行驶，某时刻开始刹车，加速

度大小为 a＝5m/s2，求刹车后：

（1）3s末速度的大小；

（2）5s内位移的大小。

【答案】（1）5m/s （2）40m

【说明】本题考查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及位移与时间的关

系。本题首先要判断汽车刹车后需要 4s停下，故汽车刹车后 3s末的速度可以直接

根据速度公式 0v v at  求出。因 4s末汽车已停下，故所求刹车后 5s内的位移与

刹车后 4s内的位移相同，可以根据位移公式 2
0

1
2

x v t at  （t=4s）直接求出，也可

以根据速度位移公式 2 2
0 2v v ax  (v=0)直接求出，还可利用匀变速直线运动平均

速度的公式 0

2
v vv 

 求出该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再根据 x vt 求出 4s内的位移。

本题的关键是先要判断汽车几秒内停下，然后选用恰当的运动学公式进行计算。

水平层次：B，属于中等难度题。

v/m·s-1

t/s

10

5

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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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图所示，质量为 m的小球穿在竖直放置的半圆形光滑杆上，小球被与杆

的一端连接的细绳拉住，处于静止状态，细绳与水平面的夹

角为30，设细绳对小球的拉力为 FT，球所受杆的弹力为 FN.

则 FT= ；FN= 。

【答案】mg 3mg

【说明】本题考查共点力平衡的条件及其应用，力的合成与分解。小球在重

力、杆的支持力和细绳拉力的作用下平衡，根据三力平衡中任意两个力的合力与

第三个力平衡，再利用三角形有关知识进行求解，也可分解其中任意一个力分别

与其他两个力平衡进行求解。水平层次：B，属于中等难度题。

6.如图所示，一木块放在水平面上，受水平方向的推力 F1=10N和 F2=2N的作

用，木块处于静止状态。若撤去 F1，则关于木块所受合力 F与摩擦力 f，以下说法

正确的是（ ）

A. F=0；f=2N，方向水平向右

B. F=10N，方向水平向左；f=8N，方向水平向右

C. F=10N，方向水平向左；f=8N，方向水平向左

D. F=0，f=0

【答案】A

【说明】本题考查有静摩擦力参与的共点力平衡问题。静摩擦力的大小和方

向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通常用假设法进行判断。在本题中，木

块在水平推力 F1、F2及静摩擦力 f1的作用下静止，由共点力平衡条件可求出 f1= 8N，

方向水平向左，故最大静摩擦力应大于或等于 8N．撤去 F1后，假设木块仍能平衡，

由二力平衡可知，它还受到静摩擦力 f2的作用，且 f2=F2=2N，方向水平向右。由

于 f2＜f1，故假设正确，所以木块仍平衡，且合外力 F=0．水平层次：B，属于中

等难度题。

7．如图所示，质量 m＝0.1 kg的有孔小球穿在固定的足够长的斜杆上，斜杆

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37  ，球与杆间的动摩擦因数μ＝0.5，小球在竖直向上的拉

力 F＝1.2 N作用下，由静止开始沿杆斜向上做匀加速直线运动，拉力的大小与方

向始终保持不变。求：( sin 37＝0.6， cos37＝0.8，重力加速度 g取 10 m/s2)

（1）斜杆对小球的滑动摩擦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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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球的加速度的大小。

【答案】(1)0.08 N (2)0.4 m/s2

【说明】本题是一道力学综合题，考查受力分析、力的合成、牛顿第二定律

及运动学公式。

（1）小球受力如图所示，在垂直于斜面的方向上，有

cos cos 0NF mg F   

f NF F ＝0.08 N

（2）由牛顿第二定律，在沿斜面方向上，有

sin sin fF mg F ma   

解得 a＝0.4 m/s2

水平层次：B，属于较难题

8.如图所示，轻绳的一端固定在 O点，另一端系一质量为 m的小球。现将小

球拉至 A点，由静止释放，小球在竖直面内沿圆弧运动，先

后经过 B、C两点。则小球在 B点的动能 （选填“大

于”或“小于”）小球在 C点的动能；通过 C点时轻绳对小

球的拉力 （选填“大于”或“小于”）小球所受的重

力。

【答案】小于 大于

【说明】本题考查机械能守恒定律及牛顿第二定律在圆周运动中的应用。小

球由 A运动到 C的过程中，只有重力做功，机械能守恒，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

由于小球在竖直平面内做圆周运动，在 C点，由轻绳对小球的拉力和小球的重力

的合力提供向心力，故拉力大于重力。水平层次：B，属于较难题。

9.假设太阳系中各行星只受太阳引力作用，并绕太阳做匀速圆周运动。关于行

星的运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各行星运行的线速度相同 B.各行星运行的角速度相同

C.离太阳越近的行星运行周期越小 D.离太阳越近的行星向心加速度越小

【答案】C

【说明】本题考查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根据万有引力提供向心力得出线速

度、角速度、周期、向心加速度与轨道半径的关系，从而进行比较即可得出结论。

C

B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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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本题中体会到牛顿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以及圆周运动一些

关系式在具体问题中的正确运用。水平层次：B，属于较难题。

10.将质量为 10kg 的物体从静止开始以 0.5m/s2的加速度竖直提升 4m.则在整

个运动过程中，拉力做功的平均功率为_________W；物体上升到 4m高处的瞬间，

拉力的瞬时功率为_________W.（g取 10 m/s2）

【答案】105 210

【说明】本题综合考查了匀变速运动规律、功的定义式、平均功率和瞬时功

率的概念与计算。首先研究物体的运动和受力情况，通过运动学公式计算可得运

动时间和末速度，由牛顿第二定律可得拉力，再根据功、平均功率、瞬时功率的

定义式即可求解。本题要求对所涉及的基本内容都要有准确的理解，且能正确地

使用相应的关系式进行计算。水平层次：B，属于较难题。

11.如图所示，水平光滑轨道 AB与竖直半圆形光滑轨道在 B点平滑连接，半

圆形轨道半径R=2m.质量m=0.1kg的小滑块(可视为质点)从 A点以 10m/s的速度开

始向右运动，经 B点进入半圆形轨道，沿轨道运动到最高点 C，从 C点水平飞出

后又恰好落在 A点。重力加速度 g取 10m/s2.求:

（1）滑块通过 C点时对轨道的压力；

（2）AB段距离。

【答案】（1）0 （2）4m

【说明】这是一道机械能守恒、圆周运动和平抛运动的综合运用题。熟练掌

握平抛运动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上的运动规律，以及圆周运动向心力的来源是

解决本题的关键。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 2 21 1 2
2 2B Cmv mv mg R   可求出 Cv ，再由

2
C

N
vmg F m
R

  得出滑块通过 C 点时对轨道的压力为 0；根据平抛运动规律：

212
2

R gt ， Cx v t
，可得 AB段距离。水平层次：B，属于较难题。

12.如图所示，场源电荷 Q＝2×10-4 C，是正点电荷。检验电荷 q＝2×10-5 C，

是负点电荷，它们相距 r＝2m，且都在真空中。静电力常量 k=9×109N m2/C2.则：

（ ）

A.检验电荷 q受的静电力大小为 18N

B.检验电荷 q所在的 B点的场强大小为 4.5×105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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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若将检验电荷 q换为正点电荷，B点的场强方向将反向

D.将检验电荷 q拿去后，B点的场强为零

【答案】 B

【说明】本题考查库仑定律的表达式、场强的概念和意义，这些知识是学习

电场的基础，需要有一定的计算和理解能力，要求较高。水平层次：B，属中等难

度题。

13.当在一导体两端加上稳定电压时，2s内通过该导体某一横截面的电荷量为

3.2C，则导体中的电流为_______A.

【答案】1.6

【说明】本题考查电流的基础知识。根据电流的定义式
QI
t

 可得导体中的电

流。水平层次：A，属于较容易题。

14.匀强磁场中有一段长为 0.2m的直导线，直导线与磁场方向垂直，当它通过

2A的电流时，受到 0.8N的安培力，则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是 T.

【答案】2

【说明】本题考查学生对磁感应强度定义式的运用和理解。根据磁感应强度

定义式
IL
FB  ，代入数据得 B = 2T. 水平层次：B，属于简单题。

15.如图所示，矩形线圈平面跟磁感线平行，下列哪种情况能使线圈中产生感

应电流（ ）

A.线圈绕 ab轴转动

B.线圈绕 cd轴转动

C.线圈沿 ab向下平移

D.线圈垂直纸面向外平动

【答案】A

【说明】本题考查闭合电路中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是学习电磁感应的基础

性知识。判断电路中是否产生了感应电流，要抓住两个条件：一是电路是否闭合，

二是穿过线圈的磁通量是否发生变化。线圈绕 cd轴转动、上下平动或垂直纸面内、

外平动，线圈一直与磁感线平行，穿过线圈的磁通量始终不变，故不能产生感应

电流；线圈绕 ab轴转动，会使穿过线圈的磁通量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感应电

流。 水平层次：B，属于中等难度题。

a

b

c 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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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图示为正弦式交变电流的电压随时间变化的图象，关于该交变电流以下说

法错误．．的是（ ）

A.交流电的周期为 0.02s

B.交流电的频率为 50Hz

C.电压的最大值为 311V

D.电压的有效值为 311V

【答案】D

【说明】交变电流知识是实际生产和生活中最为常用的，高中生应该对此有

一定的认识。水平层次：A，属于较容易题。

五、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物理学科与化学、生物两学科同场考试，考试时间共 120分钟；物理学科 50

分。试卷由选择题、填空题和计算与简答题三种题型组成。

(二)试卷结构

1．按知识内容

知识内容 力学 电磁学

所占比例 80% 20%

2．按模块

模块 必修① 必修② 选修 1—1

所占比例 40% 40% 20%

3．按题型

题型 选择题 填空题 计算与简答题

所占分值 20分 15分 15分

说明:

(1)各类题型的试题所占分值可以在 5%范围内变动。

(2)在选择题中，只考单项选择题，不考多项选择题。

(3)三类题型中都可以含有实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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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题难易分布结构

较容易题 约占 70%

中等难度题 约占 20%

较难题 约占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