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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市高考物理试卷整体评析 

一．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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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分，恒定电流 12 分，热学 6 分，光学 6

分，原子 3 分，守恒综合 6 分。 

等级考试的第一年，北京高考卷命题进一步深化考试内容改革，考查注重基础和

常规考点，知识点分布合理。从知识点考查角度来看，还是需要考生对于课本中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有很好的理解和记忆，例如电学实验题目的考查和课本的模型略有

区别，但原理及做题思路和常规题目完全一致。第 20 题以高速列车的制动系统和制

动过程为背景设置问题，引导学生学会依据合理简化和模型简化并理解日常生活中复

杂的技术问题。对于受力和运动的推导考查，引导学生分析加速度和速度的关系，考

查学生结合物理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关键能力，需要考生在平时有一定的知识积累。

从题目创新度来说，有关于 5G 网络的新信息题目考查。14 题以篮球运动为背景，设

置篮球既有平动又有转动的真实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发现新问题，迁移应

用已有的知识的能力。 



北京新东方中小学全科教育出品 

 2 

 

 

 

二．分评 

（一）具体知识模块考查方式 

14 道选择题中热学、光学、原子、机械振动与机械波考查了 6 道题目，其中光学

考查了 2 道题目，分别是干涉与电磁波谱，原子物理考查的 1 道题目为氢原子能级，

热学考查的 2 道题目为分子间作用力与理想气体方程的图像问题，机械振动与机械波

考查的 1 道题目为振动图和波动图的对照。这些题目保持了以往主要考查基本概念、

基本规律的特点，其中理想气体状态方程题目为新加知识点和题型。力学能量部分考

查了 4 道题目，分别为天体、摩擦力与传感器、动量能量守恒、新信息结合运动学问

题。其中摩擦力与传感器是新考查题型。电磁学部分考查了 4 道题目，分别为点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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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电流的磁效应、交流电与变压器和电阻率相关内容，都为常规题型。最后 1 道

选择题难度上升，结合旋转受力，突破了高中阶段以质点为受力分析对象的局限，同

时结合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模型新颖，选项判断较为简单。 

2 道实验题选择了一道力学一道电学的模式，分值平均，实验分别为验证牛顿第二

定律和测量电源电动势和内阻，都是难度较大的重点实验，考查方式也更为灵活，常

规的实验步骤和器材选择较少，更多的考查实验的数据处理、误差分析和本质理解。 

4 道解答题分别为平抛运动、电磁感应、电场磁场中带电粒子的运动和创新运动学

题目，其中 17、18 题为常规题型，难度较小，19 题模型较为新颖，需要学生有较强

的信息分析能力，建立正确的模型，但计算难度不大，20 题结合实际，对读图能力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第一问相对简单，第二问和第三问建立了一个超出高中阶段理解的

模型，结合图像进行分析，对学生真实的物理思维能力和数形结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并且在第三问通过分析解决问题，体现了新高考结合实际，培养能解决实际问

题人才的方向。 

二.难度分布 

1.基础题：1-13、18 

2.中档题：15、16 

3.创新题：14、19 

4.压轴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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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点分布 

 

 

 

 

 

 

 

 

 

 

 

 

 

 

 

 

 

 

 

 

 

 

 

 

题号 考点 分值 

1 光学-干涉 3 

2 原子物理-氢原子能级 3 

3 光学-电磁波谱 3 

4 热学-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3 

5 万有引力-宇宙速度 3 

6 机械波-振动与波形图对应 3 

7 电场-点电荷电场中的功能势 3 

8 磁场-电流的磁效应 3 

9 交流电-交流电与变压器 3 

10 热学-分子间作用力和势能 3 

11 力学-摩擦力与传感器 3 

12 恒定电流-电阻率与温度关系 3 

13 动量能量-碰撞模型 3 

14 力与运动-新信息 3 

15 探究加速度与物体受力物体质量的关系 9 

16 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电阻 9 

17 曲线运动-平抛 9 

18 电磁感应-感生电动势与电路 9 

19 电场磁场-带电粒子在电场磁场中的运动 10 

20 运动学-新信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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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准高三学子的备考建议： 

多数学校的高二年级都已经开始了一轮复习，现在就一轮复习给各位准高三的学

员提一些复习建议： 

为了完成以上目标，建议学子完成下面的动作： 

（1）关注基础知识，建立完整的体系框架，最好能自我完成高中阶段各个章节知

识的思维导图，满足高考知识点覆盖率的要求； 

（2）关注数形结合，在题目给出图像时能读出有效信息，通过图像条件解决问题； 

（3）关注本质理解，在推导和实验题目中不只掌握常规操作和结论，更要掌握本

质原因和推导过程。 

下面给各位准高三的学子推荐如下的学习方法： 

（1）思维导图法，有效建立完整知识框架的最佳方式，每一个章节将核心知识用逻

辑线条建立联系，方便复习和记忆。 

（2）图像解题法，对复杂过程如运动学、单杆问题、恒功率启动等过程不只学会用

公式分析，还要学会用图像进行定性定量的描述。 

（3）单位证明推导汇总，对所有的物理量和定理掌握推导的过程，了解单位运算的

过程，将物理量有机联合起来，加深本质理解。 

各位准高三的学子们可以踏下心来学习，相信通过一年的努力，明年的 6 月因你精

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