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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西城区高三一模物理考试整体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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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基础和常规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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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分，电磁学 43 分，热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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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振动机械波、交流电、天体这六个章节考

查了 8 道题目。这些题目保持了以往主要考查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特点。压轴选择

是与当今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布朗运动的问题，体现了物理高考中一贯的结合时事的

特点。其余选择题，炮弹的弹道曲线问题、云层底面与地面构成的电容器问题、充电

宝给手机电池充电问题、恒流源问题都是之前模考或高考题的改编。其中机械振动和

机械波分别考查了 1 道题目；电磁感应考查了两道题目，一是斜面上的单杆运动模

型，二是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实验。两道实验题一是探究气体做等温变化的

规律，这是高考新增加的热学实验，但难度不高。二是测量一节干电池的电动势和内

阻实验，这是一道比较常规的实验题，最后一问考查实验原理。四道计算题考查内容

分别为：力学基础计算，带电小球不同位置电场力和电场强度的对比，静电场和感生

电场对电子加速的对比，α 粒子打金箔相关的动力学，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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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试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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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题考查无阻力和有阻力时炮弹速度和加速度对比的问题；第 9 题考查将云层底面与

地面看作平行板电容器；进而进行分析计算的能力。第 14 题布朗运动的知识考查。 

考查了学生对常规模型的熟练程度，例如第 11 题考查斜面上的单杆模型；第 19

题考查感生电场的模型；第 20 题考查一动碰一静弹性碰撞模型。 

考查了学生对物理原理的探索精神和探究能力，例如第 12 题探究感应电流的方

向；第 15 题探究气体做等温变化的规律；第 18 题考查对不同位置场强大小和小球受

力大小的探究；第 19 题探究在感生电场中是否存在电势的概念。 

二、分评 

（一）具体知识模块考查方式 

1、基本概念：整体考查仍然侧重基础概念知识，难度不高，考点主要集中在热

光原、机械振动和机械波以及交流电。交流电考查了非正弦型交流电有效值的计算；

机械振动和机械波考查了波形图的绘制；热学第 14 题考查了布朗运动的基本概念；

光学以及原子物理的考查较为常规。重视热光原是高考的思路，要仔细阅读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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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留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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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能

力。如第 6 题考查的第一宇宙速度以及重力等计算，第 7 题考查了作简谐振动的物体

运动状态和能量的变化规律，第 18 题考查了共点力的平衡以及电场强度的计算。在

掌握核心知识点的基础上，还需要熟练运用，同时还需要注意相关的细节，而且在数

值计算问题上注意不要算错，以免丢冤枉分。 

3、动力学：知识点比较零散，可拓展范围广。如第 8 题，考查了分析斜抛运动

的运动情况，需要综合运动的合成与分解以及牛顿第二定律来分析。第 11 题考查了

单杆切割过程中位移、速度等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图象，这部分判断也是动力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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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为避免知识漏洞，需要注重平时的积累和图像问题的相关分析思路。第 17

题考查了功能转化以及平抛的应用，要求学生掌握平抛落在斜面上的分析方法，要求

对于基本动力学规律的熟练应用和对于运动过程的分析。第 20 题考查了从碰撞角度

解释卢瑟福的 α 粒子散射实验的原理，需要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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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道选择、1 道实验、2 道计算题，整体难度不高。第 10 题考查了恒

定电流中能量转化的相关思路；12 题考查了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实验，这是

高考新增的的内容；第 19 题考查了电场力做功以及电势和电势能的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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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实验：共两道实验，第 15 题考查探究气体做等温变化的规律，这是新增的内

容，考查方式较为常规，难度不高，要求学生熟悉新实验的相关操作。第 16 题考查

了测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涉及了器材的选择、电路的连接以及计算，考查实验的基

本原理，难度不高；最后一问涉及到计算方法的选取，要求一定的逻辑推导能力。 

（二）难度分布 

1、基础题：选择第 1-5 题，大题第 17、18 题，侧重基础知识的考查，只要学生

平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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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题，实验题第 15、16 题，大题第 19 题设涉及加速电场

以及电场力做功的相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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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了原子物理中粒子发生碰撞的问题，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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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点分布 

 题号 考点 分值 

1 热学 3 

2 光的干涉 3 

3 原子核质能方程 3 

4 机械波的传播 3 

5 交变电流有效值 3 

6 天体 3 

7 振动图像 3 

8 有阻力的斜抛运动 3 

9 电容器相关物理量的计算 3 

10 电功，电热，电功率，热功率 3 

11 斜面单杆电磁感应 3 

12 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因素实验 3 

13 恒流源 3 

14 气溶胶粒子布朗运动 3 

15 气体等温变化实验 6 

16 测电源电动势和内阻实验 10 

17 力学基本问题 9 

18 带电小球不同位置电场力和电场强度的对比 9 

19 静电场和感生电场对电子加速的对比 12 

20 α 粒子打金箔相关的动力学，动量问题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