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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2018 年中等学校招生考试 

物理学科说明 
 

江西省 2018年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以下简称“中考”)物理学科说明是以《全日制义务

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简称为《标准》）为依据，全面考查学生在知识

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达到课程目标所规定要求的程度。坚持以学

生为本，充分发挥考试的导向功能。通过考试，促进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进

和完善，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物理的自信心,使学生认识到物理

与生活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并有利于高中阶段学校综合评价、择优录取，促进学生的均衡

发展。 

一、命题原则 

物理学科招生考试必须坚持：根据学科课程标准命题，严禁出偏题、怪题和人为编造

的繁难试题；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来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尤其应注重探究意识和实践能力的考查；试题应有利于引导学生改变学习方

式和促进教师改变教学方式。注意联系生活实际，加强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探究能

力的考查；在实验试题中应注意实验基本知识的考查，兼顾设置开放性的实验题等基本原

则。 

具体来说，物理招生考试的命题主要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落实物理课程标准的理念和目标。课程标准对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是确定物理招生考试范围和要求的唯一依

据，任何人不得擅自增删。 

第二， 试题具有教育性。试题应注意体现积极的价值取向，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意识。试题的材料要具有时代性，能引导

学生关注国家、人类和世界的命运。 

第三， 考查物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试题的呈现方式要有较具体的问题情境，强调

应用性，注重能力考查。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要学以致用，考查学生应用

能力。 试题要注重联系社会、生产和生活实际，渗透 STS 的精神，试题中涉

及的物理情境要真实，能有效地考查学生应用物理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应根据具体情境，合理地选择科学探究的各个要素来考查学生的科学探究能

力，但不宜把探究要素作为知识点进行考查。适当加大对考生实验能力考查的

力度，重点考查学生运用实验的原理和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技能。要设置一

定的具有探究性和开放性的题目考查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学生在考

试中展示自己特长和潜能提供机会。 

第四， 试题合理、无科学性错误。一方面试题所选用的题型合理，试题的语言简明易

懂、符合学生的阅读习惯，有利于学生发挥真实水平，赋分、评分标准科学合

理；另一方面试题所涉及的知识应无科学性错误。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的形式。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试卷总分为 100分。试题个数 26

个。试卷版面为 16K5 版。 

试题的易：中：难水平分值比例一般为 6：2.5：1.5,难题的分值比例不超过总分的 20

％。全卷的得分率难度系数控制在 0.60左右。 

试卷考查的内容应有一定的覆盖率，试题的覆盖率以不低于 60％为宜，具体考查目标

见考查内容部分。 

题型及占分比例 

题型 占分比例 试题个数 

基础部分 

填空题 20% 10 

选择题 26% 8 

简答与计算题 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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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实验与探究题 28% 4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标准》既是对物理教学过程的规定性标准，也是评价和测量学生学习结果的标准。

考试的内容标准应该基于《标准》中相应的要求，而不是教材。《标准》对“课程目标”

和“内容标准”的陈述，主要采用两类方式：结果性目标和体验性目标。 

所谓结果性目标是指： 

明确表达了学习结果是什么的一类目标，具有可测量、可评价的特点，主要应用于描

述“知识与技能”领域的教学目标。 

所谓体验性目标是指： 

相比结果更注重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和体验的一类教学目标。具有难于测量

和评价的特点，主要应用于描述“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领域的教学目标。 

2018 年新课标下的《知识内容及考试要求细目表》 

 

知 识 内 容 

考 试 要 求  

了解 认识 理解 会 

一．物               质 

 

 

物质

的形

态和

变化 

1.描述固、液、气三种物态的基本特征  √   

2.说出生活环境中常见的温度值 √    

3.了解液体温度计的工作原理 √    

4.会用常见温度计测量温度    √ 

5.知道物态变化的过程及吸放热情况  √   

6.知道物质的熔点或沸点  √  √ 

7.能用物态变化知识解释自然界中的有关现象，用水的

三态变化说明自然界中一些水循环的现象 

√    

 

 

 

物质

的属

性 

8.通过实验，了解物质的一些物理属性 √    

9.知道质量的含义  √   

10.会测量固体和液体的质量    √ 

11.通过实验，理解密度    √  

12.会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    √ 

13.解释生活中的一些与密度有关的物理现象 √    

14.了解人类关于物质的属性研究和对科技进步的影响 √    

物质

的结

构与

物体

的尺

度 

15.知道物质是由分子和原子构成的 √    

16.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 √    

17.了解人类探索微观世界的历程 √    

18.了解人类探索太阳系及宇宙的历程 √    

19.了解物质世界从微观到宏观的大致尺度 √    

新材

料及

其应

用 

20.了解一些新材料的特点及其应用 √    

21.了解新材料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 √    

二．运  动  和  相  互  作  用 

多种

多样

的运

动形

式 

22.知道机械运动，举例说明机械运动的相对性  √   

23.通过自然界和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热现象，了解分子

的热运动的一些特点 

√    

24.知道分子动理论的基本观点  √   

25.知道自然界存在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  √  √ 

26.知道世界处于不停的运动中  √   

机械 27.会根据生活经验估测长度和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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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和力 

 

 

 

 

 

 

 

 

 

 

 

 

 

 

 

 

 

 

 

 

28.会选用适当的工具测量长度和时间    √ 

29.用速度描述物体运动的快慢  √   

30.通过实验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    √ 

31.用速度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   

32.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弹力和摩擦力，

认识力的作用效果 

√ √   

33.用示意图描述力 √    

34.会测量力的大小    √ 

35.知道二力平衡条件  √   

36.通过实验，认识牛顿第一定律  √   

37.用物体的惯性解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   

38.知道简单机械  √   

39.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杠杆的平衡条件 √   √ 

40.通过实验，理解压强   √  

41.知道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液体内部压强与哪些

因素有关 

 √   

42.通过实验探究，初步了解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系 √    

43.知道大气压强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    

44.了解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系及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    

45.通过实验，认识浮力  √   

46.探究浮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 

47.知道阿基米德原理，运用的物体浮沉条件说明生产、

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   

声 

和 

光 

48.通过实验，认识声的产生和传播条件  √   

49.了解乐音的特性 √    

50.了解现代技术中声学知识的一些应用 √    

51.知道防治噪声的危害和控制方法 √    

52.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  √  √ 

53.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折射现象及其特点  √   

54.通过实验探究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  √  √ 

55.知道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及其应用  √   

56.认识凸透镜的会聚作用和凹透镜的发散作用 √    

57.探究并知道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  √ 

58.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应用 √    

59.通过观察，知道白光的组成和不同色光混合的现象 √    

60.知道波长、频率和波速 √    

61.探究并了解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 √    

62.通过实验认识磁场,知道地磁场  √   

63.通过实验，了解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    

64.探究并了解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 √    

65.通过实验，了解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

知道力的方向与哪些因素有关  

√    

66.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产生感

应电流 

√    

67.了解电磁感应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    

68.知道光是电磁波。 知道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   

69.了解电磁波的应用及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

响 

√    

三．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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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量、

能量

的转

化和

转移 

70.了解能量及其存在的不同形式。描述各种各样的能

量和我们生活的关系 

√    

71.通过实例认识能量可以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

体，不同形式的能量可以互相转化 

√    

72.结合实例，认识功的概念。知道做功的过程就是能

量转化或转移的过程 

 √   

机械

能 

73.知道动能、势能和机械能。通过实验，了解动能和

势能之间的相互转化 

√ 
 

√ 
 

  

74.知道机械功和功率  √   

75.知道机械效率  √   

76.了解提高机械效率的途径和意义 √    

77.了解内能和热量。 √    

78.从能量转化的角度认识燃料的热值 √    

79.能简单描述温度和内能的关系 √    

80.了解比热容，尝试用比热容说明简单的自然现象 √    

81.了解热机的工作原理 √    

电磁

能 

82.从能量转化的角度认识电源和用电器的作用  √   

83.知道电压、电流和电阻  √   

84.通过实验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 √ 

85.理解欧姆定律，并能进行简单计算   √  

86.会读、会画简单的电路图  √   

87.连接简单的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 

88.说出生活、生产中采用简单串联或并联的实例  √    

89.了解串、并联电流和电压的特点 √    

90.会使用电流表和电压表    √ 

91.结合实例理解电功和电功率    √  

92.知道用电器的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  √   

93.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焦耳定律，用焦耳定律说明

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  

94.了解家庭电路 √    

能量

守恒 

 

 

95.知道能量守恒定律。列举日常生活中能量守恒的实

例 

√    

96.从能量的转化和转移的角度认识效率 √    

97.知道能量的转化和转移有一定的方向性  √   

能源

与可

持续

发展 

98.结合实例，说出能源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列举不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99.了解我国和世界的能源状况 √    

100.了解核能的优点和可能带来的问题 √    

 

 根据《标准》要求，学生必做实验： 

（1）用刻度尺测量长度、用表测量时间； 

（2）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 

（3）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 

（4）用常见温度计测量温度； 

（5）用电流表测量电流； 

（6）用电压表测量电压； 

（7）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 

（8）测量水平运动物体所受的滑动摩擦力； 

（9）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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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探究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11）探究杠杆平衡条件； 

（12）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 

（13）探究光的反射规律； 

（14）探究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 

（15）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16）连接简单的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17）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18）探究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 

（19）探究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 

（20）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新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中，对科学探究模块有更为详细的要

素要求，具体如下： 

1．提出问题； 

2．猜想与假设； 

3．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 

4．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 

5．分析与论证； 

6．评估； 

7．交流与合作； 

在考查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的时候，题目的内容可以涉及到上述 7个要素中的一个、

两个或三个，但不宜过多。考查探究能力应该基于前面所罗列的知识点，而不拘泥于标准

中要求探究的内容。考查的形式不仅可以针对探究过程，也可以是探究方法和思想。 

对于实验的总体要求，无论是学生实验还是重要的演示实验，都必须： 

（1）知道实验原理； 

（2）知道实验目的； 

（3）知道实验时使用的器材，并能正确使用； 

（4）熟悉实验步骤； 

（5）会设计记录数据的表格，并能读出数据和记录实验数据； 

（6）能够分析实验数据，并能得到结论； 

（7）知道实验中造成误差的主要原因及减小误差的方法 

     对测量仪器，如刻度尺、天平、量筒、电流表、电压表、温度计、弹簧测力计，要会

正确使用、正确读数、正确记录。 

演示实验在中考说明中虽未列入，但实际上是进行了测试，理应在复习范围之内，这

是因为演示实验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1)叙述物理概念和规律； 

(2)验证物理概念和规律； 

(3)探索和总结物理概念和规律 

鉴于演示实验具有以上功能，在复习时要注意培养观察和分析能力。观察时要注意每

一个实验步骤应观察什么，注意实验现象和数据的记录，同时还要注意观察方法的培

养，例如：对比观察法，归纳总结法。 

对实验的要求将会与往年基本保持一致，对于基本仪器的使用要特别注意：（1）量程；

（2）校零；（3）分度值；（4）连接方式等。同时还要注意训练从试题的语言叙述上、

图形上加以辨别实验操作过程是否有误。 

对于实验的复习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基本仪器的使用；二是实验设计与数据

的处理。 

对于基本仪器的复习，可以参照下表进行。 

基本仪器 测量前 测量时 

刻度尺 1．找出它的零刻度线； 

2．观察它的测量范围； 

1． 使零刻度线对准被测物体的一端且使刻度线

靠近被测物体，如果零刻度线磨损了，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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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清它的分度值。 其它刻度线量起； 

2． 读数时视线要正对刻度线，不可斜视； 

3． 记录时既要记录准确值，又要记录估计值，

数值后面必须注明单位。 

量筒 1．观察它的测量范围。 测固体的体积： 

1． 往量筒里倒入适量的液体，读出液体的体积

V1； 

2． 将待测物体浸没在量筒的液体内，读出量筒

内放入固体后液面的读数为 V2； 

3． 固体的体积为 V2－V1； 

4． 观察读数时，视线要与液面的凹面底部（或

凸面顶部）相平。 

弹簧测力

计 

1． 校零，使指针对准零刻

度线； 

2． 明确弹簧测力计的测量

范围和分度值。 

1． 要使弹簧测力计内的弹簧伸长方向与所测力

的方向在一条直线上。 

 

天平 1． 将天平放在水平工作台

面上作水平调节； 

2． 调节横梁水平平衡： 

①游码移至横梁标尺左端

零刻度线处； 

②调节平衡螺母，使指针对

准分度盘中央。 

1． 把被测物体放在左盘，用镊子向右盘里增减

砝码，配合调节游码，使指针对准分度盘中

央； 

2． 被测物体质量等于右盘内砝码总质量加上游

码在标尺上标示的质量值。 

温度计 1． 观察它的量程，估计被

测物体温度，选择适当

量程的温度计； 

2． 认清它的分度值。 

1． 温度计的玻璃泡要与被测物体充分接触，不

能碰容器底或容器壁； 

2． 待示数稳定后再读数； 

3． 读数时，温度计不能离开被测物体，视线要

与温度计液面齐平。 

电流表 1． 观察电流表的两个量

程； 

2． 对不同的量程，认清刻

度盘上的分度值； 

3． 校零，使指针对准零刻

度线。 

1． 电流表必须串联在被测的那部分电路中，使

电流从电流表的“＋”接线柱流入，，从“－”

接线柱流出； 

2． 通过电流表的电流不允许超过它的量程； 

3． 禁止不经过用电器，将电流表的两个接线柱

直接连到电源的两极上。 

电压表 1．观察电压表的两个量程； 

2．对不同的量程，认清刻

度 

盘上的分度值； 

3．校零，使指针对准零刻

度 

线。 

1． 电压表必须并联在被测的那部分电路中，使

电流从电压表的“＋”接线柱流入，从“－”

接线柱流出； 

2． 所测电压不得超过电压表的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