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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物理课标卷，与大纲卷相比，物理课标卷整体内容避开

了纯模型化的形式，将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放在真实生动的

情景下进行考查，体现了课标中强调的“从生活走向物理，

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 死记硬背难得高分 海淀教师进修

学校教研员马朝华 2006年北京中考物理课标卷试题，无论在

立意、选材还是呈现方式的设计上，都立足于物理学科特点

，体现新课程理念，体现了物理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具有较

强的综合性、应用性和知识性。试卷重视考查学生的学习能

力，强调知识与能力的迁移。在课标卷中，有一些对学生而

言是新事物的素材背景，这种试题考查了学生的学习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以及其他综合能力，避免了“背出来的高分”

现象，这是课标卷试题的一个大特色，这种试题对学生能力

的考查是公平的。 试卷在命题过程中考虑了试题的设置方式

，努力做到关注不同的学生。如：实验题30题是一个答案开

放的试题，不同水平的学生学习与应用知识的方法、过程不

同，应该允许他们用不同的途径去发现、去探究、去理解知

识。 新课标下的中考试题，无论在题目的叙述方式上还是在

内容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课教师应当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可参考题目，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中考试题对知识与

能力的考查方法，更好地体会新课程理念在试题中的体现方

法，把握好考试方向与复习策略。 科学探究突出考查来源

：www.examda.com 海淀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刘丹洁 2006年物



理课标卷试题题型仍然保持原来的选择题、作图题、填空题

、实验探究题、简答题和计算论述题六种。在比例分配上只

是将计算论述题由原来的22%调整到20%，实验探究题由原来

的18%调整到20%。这样的调整一方面突出了对科学探究能力

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加强物理实验的教学导向，调整

总体来说，不影响主、客观试题的比例分配。 对科学探究能

力的考查要求，虽然在2005年的“课标卷”试卷中已有体现

，但2006年新《课程标准》中针对探究的七个要素都提出了

具体的能力要求，去除掉有些不适宜在笔试中考查的内容，

明确了能够在笔试中体现出来的能力目标，其中共涉及提出

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

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讨论七个要素。 考查科学

探究能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考查科学探究的程序性知识，而

应考查对科学探究方法和意义的理解。因此，试题素材就不

会采用教学中学过的知识或做过的实验，以免对探究能力的

考查回落到对知识的记忆上，而会把侧重点放在对知识的理

解吸收上。 《考试说明》好好利用 北京外国语附中高级教师

牛宝钧 中考《考试说明》大约在明年二三月份出台，它不仅

是广大师生复习备考的依据，还是命题人员命制试题的依据

。因此，初三生在复习备考前要认真研读。首先要了解各知

识点考试水平的层次要求，使复习有目标、有正确的方向，

把握复习的深度、难度，增强复习的效率。其次，要认真研

究样卷与题型示例，熟悉题目类型、试卷结构以及各题目中

涉及的知识内容和解题方法，并体会题目中对物理现象、概

念、规律以及科学探究能力的考查方式与考查方法，理解答

题的规范。在领会《课标卷考试说明》思路的基础上，确定



或调整复习的策略以及复习的“重心”。 中考《考试说明》

具有规范中考命题工作的重要作用，师生可了解考试要求

。2006年《物理课标卷考试说明》中就详细写出了对科学探

究能力的基本目标，注明了质量的概念、声现象等知识点降

低考试水平要求，增加了物体运动状态变化原因、测量大气

压强的方法等10项知识点的内容。 考生在使用《考试说明》

时，要注意其中涉及的三个“比例”：试题难易比例、试题

题型比例和试题内容比例，严格按照《考试说明》的考试内

容和要求进行复习，考什么复习什么，考多难复习多难，做

到有的放矢。那些基础比较薄弱的考生要狠抓双基落实，突

出复习备考的重点和主干知识，明确复习备考的主攻方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