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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重庆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物理考试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 号）《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

〔2019〕11 号）和《重庆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渝教基发〔2018〕24 号）的

要求，参照《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 2018

级普通高中学生课程设置及周课时安排表的通知》（渝教基发〔2018〕28 号）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市普通高中教学实际，制定本考试说明。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笔试、闭卷。 

2．考试时间：60 分钟。 

3．试卷分值：100 分。 

4．试卷结构、题型及分值： 

试卷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和计算题。选择题共 18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72 分；填空题

共 3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12 分；计算题共 2 题，共 16 分。 

 

二、考核目标与能力要求 

普通高中物理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侧重考查学生的知识、能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物理与科学技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联系，注重物理知识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应

用。 

普通高中物理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考试能力层次分为知道(A)、理解(B)、应用(C)三

个层次。 

知道（A）：再认或回忆知识；识别、辨认事实或证据；举出例子；描述对象的基本特

征。 

理解（B）：把握内在逻辑联系；与已有知识建立联系；进行解释、推断、区分、扩

展；提供证据；收集、整理信息等。 

应用（C）：在新的情境中使用抽象的概念、原则；进行总结、推广；建立不同情境下

的合理联系等。 

三、考核具体内容与要求 

重庆市普通高中物理学科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内容为：《物理(必修 1)》、《物理(必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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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选修 3－1)》（电场和电路）。其中《物理(必修 1)》约占 40%，《物理(必修 2)》约占

40%，《物理(选修 3－1)》（电场和电路）约占 20%。物理合格性考试会涉及初中物理内容（本

考试说明不再列出）。 

物理(必修 1) 

知识点 考试内容与能力要求 能力层次

1.参考系和质

点 
了解参考系； 
了解质点。 

A 
A 

2.时间和位移 
  了解时间和时刻的含义以及它们的区别； 

理解位移，理解位移与路程的区别； 
了解矢量和标量。 

A 
B 
A 

3.速度 

  了解坐标与坐标的变化量； 
理解速度，理解速度与速率的区别； 
理解平均速度及公式，理解瞬时速度与平均速度的区别

与联系。 

A 
B 
B 
 

4.实验：用打

点计时器测

速度 

  了解打点计时器的主要构造及其工作原理； 
会使用打点计时器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 
会分析处理实验数据。 

A 
B 
B 

5.加速度 
  理解加速度； 

会通过 v-t 图象求物体运动的加速度。 
B 
B 

6.实验：探究

小车速度随

时间变化的

规律 

  会用打点计时器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会运用列表法、

图象法分析处理实验数据； 
认识在实验研究中应用数据和图象探索物理规律的方

法。 

B 
 

A 

7.匀变速直线

运动的速度

与时间的关

系 

  理解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认识匀变速直线运动的 v-t 图象； 
运用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与时间关系式解决实际问

题。 

B 
A 
C 

8.匀变速直线

运动的位移

与时间的关

系 

理解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与时间的关系； 
运用匀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与时间关系式解决实际问

题。 

B 
C 

 

9.匀变速直线

运动的速度

与位移的关

系 

理解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与位移的关系； 
运用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与位移关系式解决实际问

题。 

B 
C 

 

10.自由落体

运动 
  认识自由落体运动，了解重力加速度； 

运用自由落体运动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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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伽利略对

自由落体

运动的研

究 

了解伽利略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所用的实验和推理的研

究方法。 
A 
 

12.重力基本

相互作用 

  认识力及力的三要素，在具体问题中画出力的图示或力

的示意图； 
了解重力； 
了解重心及均匀物体重心的位置； 
了解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A 
 

A 
A 
A 

13.弹力 
  了解弹性形变，了解弹力； 

理解胡克定律，并会进行简单计算。 
A 
B 

14.摩擦力 

  了解滑动摩擦力产生的条件，判断滑动摩擦力的方向； 
会用滑动摩擦力的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了解静摩擦力产生的条件，了解最大静摩擦力，判断静

摩擦力的方向。 

A 
B 
A 
 

15.力的合成 
  了解合力和分力； 

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进行力的合成； 
用作图法求合力。 

A 
A 
A 

16.力的分解 
了解力的分解； 
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进行力的分解。 

A 
A 

17.牛顿第一

定律 

  了解牛顿第一定律； 
了解惯性，了解质量是惯性大小的量度； 
解释有关惯性的现象。 

A 
A 
B 

18.实验：探究

加速度与

力、质量的

关系 

了解“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实验； 
认识在实验研究中应用数据、图象探索物理规律的方

法。 

A 
A 

 

19.牛顿第二

定律 
  理解牛顿第二定律； 

运用牛顿第二定律解决实际问题。 
B 
C 

20.力学单位

制 
  认识单位制及意义； 

了解国际单位制中的力学单位。 
A 
A 

21.牛顿第三

定律 
  理解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理解牛顿第三定律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B 
B 

22.用牛顿运

动定律解

决问题 

理解共点力平衡条件，并能分析简单的平衡问题； 
解释超重、失重现象。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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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必修 2) 

知识点 考试内容与能力要求 能力层次

1.曲线运动 

知道曲线运动的速度方向及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条件； 
知道合运动与分运动； 
知道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会用平行四边形定则对位移、速度进行合成和分解。 

A 
A 
A 
B 

2.平抛运动 
  会用运动合成与分解的方法分析平抛运动； 

运用平抛运动规律进行计算。 
B 
C 

3.实验：研究

平抛运动 
正确描绘平抛运动的轨迹； 
会根据轨迹求初速度。 

A 
B 

4.圆周运动 
知道什么是匀速圆周运动； 
知道线速度、角速度、转速和周期； 
会对线速度、角速度、转速、周期进行简单计算。 

A 
A 
B 

5.向心加速度 
知道向心加速度； 
会用向心加速度的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A 
B 

6.向心力 
  理解向心力，会用向心力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运用牛顿第二定律分析匀速圆周运动问题。 
B 
C 

7.生活中的圆

周运动 
  分析实际问题中圆周运动的向心力的来源，并进行计算； 

了解生活和生产中的离心现象。 
C 
A 

8.行星的运动   了解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 A 
9.万有引力定

律 
了解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过程； 
会用万有引力定律进行简单计算。 

A 
B 

10.万有引力

理论的成

就 

  了解科学定律对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作用； 
会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对星体的质量进行简单计算； 
知道发现万有引力的重要意义。 

A 
B 
A 

11.宇宙航行 
会对人造卫星的环绕速度和周期进行简单计算； 
了解第二、第三宇宙速度； 
了解人造卫星的有关知识。 

B 
A 
A 

12.经典力学

的局限性 

知道经典力学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了解经典时空观和相对论时空观，知道相对论对人类认

识世界的影响。 

A 
A 
 

13.能量 
  知道动能、势能，举例说明不同形式的能量之间可以相

互转化。 
A 
 

14.功 
理解功； 
会用功的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B 
B 

15.功率 
  理解功率，区分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会计算瞬时功率

和平均功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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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重力势能 
  理解重力势能，会用重力势能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知道重力势能的变化和重力做功的关系，知道重力做功

的特点。 

B 
A 
 

17.弹性势能   了解弹性势能。 A 
18.实验：探究

功与速度

变化的关

系 

  了解实验方案，会根据纸带求小车的速度； 
知道减小实验误差的方法，会分析处理实验数据，并得

出结论。 

B 
B 

 

19.动能和动

能定理 
  理解动能和动能定理，会用动能定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 
C 
 

20.机械能守

恒定律 

了解机械能； 
理解机械能守恒定律； 
运用机械能守恒定律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A 
B 
C 

21.实验：验证

机械能守

恒定律 

  知道“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实验的原理和实验方法； 
会分析处理实验数据。 

A 
B 

22.能量守恒

定律与能

源 

  了解自然界中存在多种形式的能量；知道能量守恒定律

是最基本、最普遍的自然规律之一。 
A 
 

 
物理(选修 3－1) 

知识点 考试内容与能力要求 
能力 
层次 

1.电荷及其守

恒定律 
了解静电现象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 
知道电荷守恒定律。 

A 
A 

2.库仑定律 

了解点电荷，了解科学研究中的理想模型方法； 
知道两个点电荷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通过静电力与万有引力的对比，了解自然规律的多样性

与统一性。 

A 
A 
A 
 

3.电场强度 
  了解静电场，了解场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一； 

理解电场强度； 
知道点电荷的电场和匀强电场，了解电场线。 

A 
B 
A 

4.电势能和电

势 
  知道电势能、电势； 

认识等势面。 
A 
A 

5.电势差   理解电势差；理解静电力做功与电势差的关系。 B 
6.电势差与电场

强度的关系 
  了解电势差与电场强度的关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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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静电现象的

应用 
  了解静电平衡状态下导体的特点，了解尖端放电和静电

屏蔽。 
A 
 

8.电容 
了解常见电容器； 
了解电容和影响平行板电容器电容的因素。 

A 
A 

9.带电粒子在

电场中的运

动 

理解带电粒子在电场中加速和偏转的原理； 
了解示波管的原理。 

B 
A 

10.电源和电

流 
  了解电源和恒定电流。 A 

11.电动势   了解电源的作用，知道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A 
12.欧姆定律   理解欧姆定律和导体的伏安特性曲线。 B 
13.串联电路

和并联电

路 

  理解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中的电流、电压、电阻的关系；

知道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原理。 
B 
A 

14.焦耳定律 
  了解电功和电功率，了解焦耳定律； 
  了解焦耳定律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A 
A 

15.电阻 
  知道影响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 

知道电阻率。 
A 
A 

16.闭合电路的

欧姆定律 
理解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并会用其进行计算； 
区分路端电压和内电压。 

B 
B 

17.多用电表

的原理 
  了解欧姆表和多用电表的原理。 A 

18.实验：测定

电源的电动

势和内阻 

理解实验的原理、实验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能够对实

验结果进行简单的误差分析，并提出可行的改进方法。 
B 
 

 

四、样卷及参考答案 

样卷 
 

一、单项选择题（共 18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72 分）从每个小题的四个备选项中，选出一

个最符合题目要求的答案。 
1．下列物理量中属于矢量的是 

A．时间 B．质量 

C．路程 D．位移 

2．电容的单位是 
A．安培                              B．牛顿 

C．法拉                              D．伏特 



第 7 页（共 10 页） 
 
 

B A D C
t/s

v/m·s-1

 

O O 
t/s t/s Ot/sO

v/m·s-1

 v/m·s-1 v/m·s-1

 

题 3 图 

3．如题 3 图所示，运动员把冰壶推出后，冰壶在向前直线运动的过程中 

   A．受到向后的静摩擦力 

B．受到向后的滑动摩擦力 

   C．受到向前的静摩擦力 

   D．受到向前的滑动摩擦力 

4．两个相互垂直的共点力 F1和 F2，其大小分别为 3N 和 4N，它们合力的大小为 

A．1N B．5 N 

C．7N D．12 N 

5．小明将放在地面的足球用力踢向空中，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足球静止于地面时没有惯性 B．足球在空中飞行时没有惯性 
 C．足球在空中飞行时惯性逐渐变小 D．足球的惯性跟它的质量有关 

6．真空中两个静止点电荷之间的距离增大后，它们之间的静电力大小 
 A．变大  B．不变

  
 

C．变小  D．无法确定 

7．机车拉动车厢沿水平轨道加速行驶，机车对车厢的拉力为 F1，车厢对机车的拉力为 F2，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F1＞F2             B．F1＜F2          C．F1＝F2         D．F2＝0 

8．关于曲线运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曲线运动一定是变速运动 
B．曲线运动一定是匀速运动 
C．在恒力作用下，物体一定做曲线运动 
D．在恒力作用下，物体不可能做曲线运动 

9．某“复兴号”列车在重庆西站的启动过程可视为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下列图

中能正确描述该过程的是 

10．假设列车以 a=1m/s2 的加速度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在速度由 10m/s 增加到 20m/s 的过程

中，其位移大小为 
A．150m  B．300m 

 C．600m  D．1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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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16 图

E
a

b 

11．2018 年 12 月 8 日，我国发射的“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升空，并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实

现了人造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在探测器逐渐远离地球，飞向月球的过程中 

A．地球对探测器的引力增大 B．地球对探测器的引力减小 
    C．月球对探测器的引力减小 D．月球对探测器的引力不变 
12．地球的第一宇宙速度大小约为 

    A．1.0 km/s B．7.9 km/s 

    C．11.2 km/s D．16.7 km/s 

13．运动场上，击球手挥动球棒将棒球以速度 v0 水平击出，若不计空气阻力，则 

A．v0 越大，棒球在空中运动的水平位移越大 

B．v0 越大，棒球在空中运动的时间越长 

C．v0 越小，棒球在空中运动的水平位移越大 

D．v0 越小，棒球在空中运动的时间越长 

14．一质量为 m 的小物块以某一初速度沿光滑固定斜面向上运动，若它上升高度为 H，且运

动中只受重力和斜面对它的支持力，则小物块的 

A．动能增加了 mgH  B．动能不变 

    C．重力势能减少了 mgH  D．重力势能增加了 mgH 

15．同种材料、同样粗细的两根金属丝，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长的金属丝电阻大 B．短的金属丝电阻大 

C．两金属丝电阻一样大               D．电阻大小跟长度无关 

16．某区域的电场线分布如题 16 图所示，a、b 是电场中的两点，场强大小分别为 Ea、Eb。

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Ea＞Eb 

B．Ea＜Eb 

C．Ea=Eb 

D．无法判断 

17．若一台电动机竖直匀速提升质量为 25kg 的货物，它对货物做功的功率是 1000W，则货

物上升的速度大小是（忽略所有摩擦和阻力，重力加速度 g 取 10m/s2） 

    A．2 m/s                             B．4 m/s 

    C．20 m/s                            D．4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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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题 18 图所示，小球沿光滑的漏斗壁在某一水平面做匀速圆周运动，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小球的加速度为 0 

    B．小球所受合力为 0 

    C．小球受到重力、支持力和向心力 

    D．重力和支持力的合力提供小球运动的向心力 

 

二、填空题（本题共 3 小题，每题 4 分，共 12 分） 

19．一辆电动汽车在公路上由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经过 10 s，速度达到 24 m/s。此过程

中汽车的加速度大小为_________m/s2，位移大小为__________m。 
20．如题 20 图所示，木箱在水平恒力 F 的作用下，发生了一段位移 l。在这个过程中，力 F

做功为_________，重力做功为_________。 
 

 

 

 

 

 

21．某同学在测定电源内阻的实验中，设计了如题 21 图所示的电路图。已知电源的电动

势 E 为 3.0 V，当电阻箱 R 的读数为 5.0Ω时，电压表○V 的示数为 2.5V，则流过电源

的电流 I 为________A，内阻 r 为________Ω。（○V 为理想电压表） 
 
 
三、计算题（本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16 分） 

22．质量 m=2×103 kg 的小车在牵引力 F=3×103N 作用下匀加速直线行驶，经过 5s，速度由

v0=10m/s 变为 v=15 m/s，运动过程中小车受到的阻力保持不变。求： 
（1）小车加速度的大小； 
（2）小车受到的阻力大小。 

23．如题 23 图，一质量为 m 的小球自 A 点由静止开始下滑，沿弧形轨道进入半径为 R 的竖

直圆形轨道，B 点为圆形轨道最低点，A 点到水平面的距离为 3R。重力加速度为 g，不

计摩擦力和空气阻力。求： 

（1）小球到达圆形轨道最高点 C 点时的 

速度大小； 

（2）小球经过 C 点时对轨道的压力。 

 

 

题 18 图 

题 2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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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0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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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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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D  2．C  3．B  4．B  5．D 
6．C  7．C  8．A  9．C  10．A 
11．B  12．B  13．A  14．D  15．A 
16．A  17．B  18．D 

 
二、填空题 

19．2.4； 120          20．Fl；0          21．0.5；1.0 

 

三、计算题 

22．参考解答： 

（1） 220 m/s1m/s
5

1015








t
a vv   

（2）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有 

F-f=ma  

代入数据解得：f=1×103 N 

23．参考解答： 

（1）由机械能守恒定律有： 

2

2
1)23( vmRRmg    

得： gR2v  

（2）在 C 点时，由牛顿第二定律 

R
mmgF

2

N
v


 

 

得 NF mg   

由牛顿第三定律，压力的大小为 mg，方向竖直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