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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西城区高三诊断性测试物理试卷整体评析 

一、总评 

（一）试卷结构和试卷难度 

由于高考新改革，物理由理综变成了单独学科，其考试时间、考题数目以及试卷分

值较以往有较大调整。时间上由原来理综的 150分钟到现在物理单科 90分钟，试题数

量由原来的 12 道题目到现在的 20 道题目。分值方面，总分由 120 分变为 100 分。其

中选择题 14道，每题 3分，共 42分。实验题 2道，共 18分。计算题 4道，共 40分。 

本次考试整体难度适中，注重基础和考点常规，没有出现太偏太难的题目。难易比

例按照现行高考考纲要求设计，基础题占比 50%，中档题占比 30%，拔高题占比 20%。

本次考试知识点分布合理，力学 38 分，电磁学 50 分，热学 6 分，光学 3 分，原子 3

分。 

（二）知识侧重点和学生能力的考查 

14 道选择题中热学、光学、原子、机械振动和机械波、交流电、天体这六个章节

考查了 7 道题目，其中选修 3-3 的热学考查了两个题目。这些题目保持了以往主要考查

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特点。电场考查了一个题目，电磁感应考查了两个题目。压轴选

择是与黑洞相关的一个新概念题目，考查孩子的信息提取和知识推理的能力。两道实验

题一是测电阻率，属于常规考法。二是验证动量守恒，整体考核和以往考查内容基本相

同，最后一问与 2019 朝阳一模 21 题是一样的考查方式。四道计算题考查内容分别为：

力学基础计算、功能综合、𝛼衰变和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电动机的计算。 

本次考试侧重考查了学生三方面的能力 

（1）学生从题目中有效提取信息，进而分析、推理、论证能力。例如第 14 题黑洞

的知识考查。第 19（3）题对磁矩的定义和应用。 

（2）学生对常规模型的熟练程度，例如选择题中对热、光、原子物理、机械振动

机械波的考查。第 17 题考查动量定理；第 18 题考查功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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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对物理原理的推导和应用，例如第 15（4）题探究电阻变化对电压

的影响；第 16（3）题探究弹性碰撞的结论应用；第 20 题考查发电机和电动机原

理的计算。 

二、分评 

（一）具体知识模块考查方式 

1．基本概念 

考查仍然侧重基础概念和基础知识，难度不大。考点依然主要集中于热、光、

原、万有引力与航天、机械振动与机械波、交变电流等 6 大部分。 

热学考查：布朗运动、内能和气体压强； 

光学考查：光的折射； 

原子考查：玻尔能级跃迁理论； 

万有引力航天考查：天体的环绕运行和黑洞；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考查：波的图像分析； 

交变电流考查：交流电周期频率及有效值。 

该部分考查主要是所学基础知识的抽样，同时注重在基础上较为简单的能力

迁移能力；重视基础概念知识是高考的思路，要仔细复习笔记，掌握知识的主要内

容并记住主要规律和结论，同时要对知识的本质原理有一定了解。这部分知识不应

局限于做模拟题，需要重视对基础知识点的全面掌握。 

2．基本原理 

考查了基本物理规律和方法，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分析及推理能力。需要同学

们掌握基本定理、基本模型，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第 8题考查了运动图像中𝑣 − 𝑡图像分析能力；第 9题考查斜抛的上升过程；

第 10 题考查基本的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分析；第 11 题考查感生电流的𝐵 − 𝑡

图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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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学们有了一定基础后，平时需要通过练习高考真题和模拟题熟练做题运用，同

时还需要注意相关的细节，而且在数值计算问题上要细心，不要丢冤枉分。 

3．动力学 

知识点比较零散，可拓展范围广。需要同学们掌握基本的物体的经典动力学分析，

功能关系，冲量和动量等分析能力，熟悉并常见的动力学模型。 

如第 8 题考查运动分析，要求对运动学概念和𝑣 − 𝑡图像问题分析的熟练应用；第

9 题，考查斜抛运动分析，可分解运动来分析或看成逆平抛运动来想；第 10 题考查了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第 12 题考查了功能关及能量守恒，第 17 题（计算题）考

查了自由落体，动量定理求冲量和平均冲击力问题；第 18题考查受力分析和动能定理。 

动力学部分除了单独考查以外，容易和电场和磁场综合，考查分析带电研究对象在

电磁场中的动力学分析；需要同学们在平时要有一定的基础模型记忆，同时需要对新模

型与新信息的获取迁移并将其与现有的知识联系起来，难度较大，这要求学生强化对于

基本概念以及核心物理规律的理解。 

4．电磁学 

3道选择、2道计算题，难度较大。第 10、12题考查了电磁学和能量进行结合；19

题将电磁学和𝛼衰变和电学知识联系起来；第 20 题考查电动机、发电机与电磁学和能

量相结合的问题等。 

电磁学部分要求一定的逻辑推导分析能力，同时还需要对于知识的本质概念有一

定了解，需要学生回归教材，重视基础，巩固概念，熟记模型。 

5．实验 

选择题中第 13 题利用频闪照片研究变速运动，第 15、16 题考查测金属电阻率和

验证动量守恒，考查方式较为常规，难度不高，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原理。第 16

题考查了验证动量守恒定律，涉及了器材的选择和结果分析，考查的都是实验的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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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难度不是很大；最后一问考查了弹性碰撞问题的分析，要求一定的逻辑推导能

力，有一定难度。 

（二）难度分布 

1．基础题 

选择第 1-7 题，大题第 17、18 题，侧重基础知识的考查，只要学生平对于基

础知识基本概念理解到位，同时基础题型练习到位，就能保证基础分全部顺利拿到

手。 

2．中档题 

选择第 8-13题，实验题第 15、16题，大题第 19题；这部分需要同学掌握基

本的动力学分析能力、电磁学的基本模型、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19 题

最后一问考查𝛼衰变，等效环形电流和回旋磁矩问题，有一定难度。 

3．创新题 

选择第 14题考查学生对于新知识的获取迁移以及结合现有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 

4．压轴题 

第 20题，考查电动机、发电机与电磁学、能量问题结合的综合题目，难度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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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点分布 

 

 

 

 

题号 考点 分值 

1 热学-分子动理论、内能 3 

2 光学 3 

3 原子物理 3 

4 热学：气体压强 3 

5 交流电 3 

6 机械波 3 

7 万有引力 3 

8 运动学：𝑣 − 𝑡图像 3 

9 斜抛运动 3 

10 静电场 3 

11 电磁感应 3 

12 电磁感应与能量结合 3 

13 频闪照片研究变速运动 3 

14 万有引力：黑洞 3 

15 测金属电阻率 10 

16 验证动量守恒 8 

17 动力学：自由落体、动量定理 8 

18 动力学：受力分析、动能定理 8 

19 𝛼衰变，等效环形电流，回旋磁矩 12 

20 电动机、发电机原理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