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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评析 

 2019 海淀零模考试风格和往年差不多，整体难度中等，多数题目回归课本，综

合性和计算量等能力要求不高，但是部分题目也是需要有很好的理解力和灵活性的。与

一模、二模的能力要求相比，零模考试更重视的是基础知识和适应性的特点，充分遵循

“综大于模”的考查原则。 

在知识点分布方面，光学、原子物理、机械振动、万有引力的考查都比较基础，电

磁场的方面和实验部分考查较多，电磁场的考查基本上都在课本上有相关模型，回旋加

速器考查增加了加速时间和相对论效应的论述性的题目。实验部分、热学，弹簧劲度系

数和小灯泡伏安特性曲线都比较传统，动力学问题只有 22 题考察，也没有电磁感应方

面的考查。考虑到零模考试是一模、二模的有益补充，预测这两方面的考查会在一模、

二模中有所侧重。 

能力要求方面，基础的理解能力考查占比较大，如 20 题的信息就需要从题目中读

取出来，压轴题是由之前模考中出现的光压问题和气体压强的综合题改编而来，传统中

有所创新。 

综上，海淀零模考试侧重基础，侧重课本模型，是一份不错的适应性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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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详细分析 

题

号 

考查知识

点 

难易

程度 

考查

频率 
备 注 

13 原子物理 易 高 
前三道或者前两道选择一般均是考查热光源三部分，属于

基础部分，但偶尔也会出现较难或者较偏的物理学史或者

原理的考查。 14 光学 易 高 

15 

机械振

动、机械

波 

易 高 

选择题的考查一般都会包含该知识点，本部分可难可易，

可单纯的考查振动图像或者波动图像，也可将两者综合；

知识点上也可以和动量、冲量及能量结合起来。 

16 热学实验 中 中 

选择题一般会出现一道实验，力学、电学、热学、光学等

均有可能，学员一定注意实验原理的掌握，必须做到活学

活用才可。本题虽然难度不高，但是很多学员也错在了不

了解物理量的物理意义，而失分。 

17 电磁 中 高 

电磁一直是高考热门，可难可易，本题考查的理论知识不

难，但是要求学员必须理解理论知识的本质，活学活用，

如果仅凭简单的记忆和常见题目的练习，还是不太够。 

18 万有引力 易 高 

万有引力也属于必考知识点，本部分考查套路相对单一，

学员可以在本部分多下功夫，确保一定能拿到该部分的分

值。 

19 示波器 中 高 

本质是对于组合场的考查，知识点高频，考查的形式可以

多种多样。很多时候该位置会出一道力学或者电学的综合

题目，难度较高，需要有较强的分析和理解能力。 

20 
新信息题

型 
难 高 

近年来，和生活相结合的新信息题考查越来越多，需要学

员具有很好的阅读理解能力，以及很好的建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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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力学实

验、电学

实验 

中 高 

本题考查比较常规。实验部分学员可以高度重视，属于得

分率比较容易且较高部分的内容。但一定注意原理的理解

和方法的总结，做到活学活用。 

22 力学综合 易 高 
本题若失分，建议花时间反复和大量练习各类型该部分的

题目，确保拿分。 

23 
回旋加速

器 
难 中 

本题前两问较常规，但是后面出现了和相对论的结合分

析，学员会对于较陌生的考查方式恐惧，需要一定的理解

和建模能力，且做到胆大心细。 

24 综合题型 难 高 

流体问题在高考中出现的频次还是挺高，本题也相对较

难，要做对压轴题目，平时务必注意模块的积累及大题的

限时训练。 

 

二、后期复习建议 

今年是高考改革前的最后一次考试，承上启下，高考题目在风格上应该有所转变，

但在基础和能力的考查上始终是高考不变的要求。这次考试后，大部分学校进入了二轮

复习阶段，这个阶段以练习题为主，下面有几条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1. 基础题目从不放松。课本和考纲是依据，每一种基础题型，基础模型，都要像第

一次做一样认真对待，不厌其烦，高考对基础的侧重是一贯风格，而重复是一种很好的

方法 

2. 重点扫除知识盲点。一轮复习过后，对基本知识点和知识结构有了相应的认识，

知识盲点和不擅长题型，是二轮复习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学习知识点的同时增强自己的

解题能力。解题时，可以多分析一下，寻找关键点列方程，用图像帮助梳理运动过程等。 

3. 定时训练是试金石。平时做的很熟悉的题目，问题往往会在定时考查中暴露出

来，考理综时也需要学会合理安排好时间，争取最好的成绩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