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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和海南省将进入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在新

方案、新课标、新高考、旧教材“三新一旧”的现状下，为统筹安排高中三年教

学，实现旧教材与新方案、新课标的有效衔接，积极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特制定针对 4个省（市）2017年高一新生的高中物理学科教学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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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高一新生高中物理课程结构（必修和选修Ⅰ） 

 

 

 

 

 

 

 

 

 

 

 

 

 

 

 

 

 

 

 

 

注： 1. 上图中每个模块的主题源于“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修订版”（以下

简称“修订版”）的模块内容，但有些主题的位置有所移动。 

2. 必修课程中有学生必做实验 10项，选修Ⅰ课程中有学生必做实验 11项，

具体内容与“修订版”的规定相同。 

3. 若与“修订版”配套的选修Ⅰ系列课程的教科书 2018 年秋季出版，则

建议在选修Ⅰ课程的教学中使用新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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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篇：必修课程 

必修课程包括必修 1、必修 2 两个模块。必修课程学完后，学生可参加用于

高中毕业的学业水平考试。 

（一） 必修 1 

本模块由“机械运动与物理模型”“相互作用与运动定律”“机械能及其守恒

定律”三个主题组成。 

【内容与要求】 

1.1 机械运动与物理模型 

（1）经历质点模型的建构过程，了解质点的含义。知道将物体抽象为质点

的条件，能将特定实际情境中的物体抽象成质点。体会建构物理模型的思维方式，

认识物理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2）理解位移、速度和加速度。通过实验，探究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

能用公式、图像等方法描述匀变速直线运动，理解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能运

用其解决实际问题，体会科学思维中的抽象方法和物理问题研究中的极限方法。 

（3）定性了解生活中常见的机械运动。通过实验认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

结合物理学史的相关内容，认识实验对物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1.2 相互作用与运动定律 

（1）认识重力、弹力与摩擦力。通过实验，了解胡克定律。知道滑动摩擦

和静摩擦现象，能用动摩擦因数计算滑动摩擦力的大小。 

（2）通过实验，了解力的合成与分解，知道矢量和标量。能用共点力的平

衡条件分析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3）通过实验，探究物体运动的加速度与物体受力、质量的关系。理解牛

顿运动定律，能用牛顿运动定律解释生产生活中的有关现象、解决有关问题。通

过实验，认识超重和失重现象。 

（4）了解单位制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意义。知道国际单位制中的力学单位。 

1.3 机械能及其守恒定律 

（1）理解功和功率。了解生产生活中常见机械的功率大小及其意义。 

（2）理解动能和动能定理。能用动能定理解释生产生活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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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重力势能，知道重力势能的变化与重力做功的关系。定性了解弹

性势能。 

（4）通过实验，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理解机械能守恒定律，体会守恒观

念对认识物理规律的重要性。能用机械能守恒定律分析生产生活中的有关问题。 

（5）了解自然界中存在多种形式的能量。知道不同形式的能量可互相转

化，在转化过程中能量总量保持不变，能量转化是有方向性的。 

（6）知道利用能量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7）知道合理使用能源的重要性，具有可持续发展观念，养成节能的习惯。 

【教学建议】 

本模块注重在机械运动情境下培养学生的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能量观念和

模型建构等物理核心素养。教学中应根据本模块所学物理模型的特点，联系日常

生活经验，从多个角度创设情境，提出与物理学有关的问题引导学生讨论，让学

生体会建构物理模型的必要性及方法等；让学生经历抽象概括诸如速度、加速度、

力、能量等物理概念的过程，了解测量这些物理量的方法，进而学习科学定量地

描述生活中物体运动和相互作用的方法；通过探究物体间相互作用与运动状态变

化的关系等实验，学会分析和处理实验数据的方法，提高科学探究能力；通过实

验探究和理论推导等方法，使学生理解机械能守恒定律等，学会从机械能转化和

守恒的视角分析物理问题。关注能源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注意让全体学生认识科

学•技术•社会•环境的关系。 

说明： 

（1）“修订版”中必修 1 主题“1.2 相互作用与运动定律”的内容标准“1.2.5 

知道经典力学的局限性，初步了解相对论时空观和微观世界的量子特征。体会人

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不断深入的”，调整到选修 1-1 主题“1.1 曲线运动与万有引

力定律”中。 

（2）“修订版”中必修 2 主题“2.3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标准“2.3.1 

了解自然界中存在多种形式的能量。知道不同形式的能量可互相转化，在转化

过程中能量总量保持不变，能量转化是有方向性的。”“2.3.2 知道利用能量是

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2.3.3 知道合理使用能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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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持续发展观念，养成节能的习惯。”调整到必修 1 主题“1.3 机械能及

其守恒定律”中（在原教科书的此主题内容中，体现了以上条目的主要要求）。 

（3）必修 1 主题“1.3 机械能及其守恒定律”的教学，可根据各地实际安

排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进行。 

（4）本模块的学生必做实验有：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探究弹簧形

变与弹力的关系；研究两个互成角度力的合成规律；探究加速度与物体受力、物

体质量的关系；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二） 必修 2 

本模块由“静电场”“电路及其应用”两个主题组成。 

【内容与要求】 

2.1 静电场 

（1）通过实验，了解静电现象。能用原子结构模型和电荷守恒的观念分析

静电现象。 

（2）知道点电荷模型，体会科学研究中的物理模型方法。知道两个点电荷

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体会库仑定律探究过程中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3）知道电场是一种物质。了解电场强度，体会用物理量之比定义新物理

量的方法。会用电场线描述电场。 

（4）了解生产生活中关于静电的利用与防护的实例。 

（5）知道静电场中的电荷具有电势能。了解电势能、电势的含义。 

（6）知道匀强电场中电势差及其与电场强度的关系。 

（7）能分析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情况，能解释相关的物理现象。 

（8）观察常见电容器，了解电容器的电容，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

能举例说明电容器的应用。 

2.2 电路及其应用 

（1）观察并能识别常见的电路元器件，了解它们在电路中的作用。会使用

多用电表。 

（2）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金属导体的电阻与材料、长度和横截面积的定

量关系。会测量金属丝的电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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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串、并联电路电阻的特点。 

（4）理解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会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5）理解电功、电功率及焦耳定律，能用焦耳定律解释生产生活中的电、

热现象。 

（6） 能分析和解决家庭电路中的简单问题，能将安全用电和节约用电的知

识应用于日常生活实际。 

【教学建议】 

本模块应通过静电场、电路等相关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物质观念、运动

与相互作用观念、能量观念，促进其模型建构、科学论证等能力的发展，引导其

关注物理学与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的关系。本模块内容与学生生活、现代科技

密切相关，教师要充分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努力创设学生感兴趣、能激发探究欲

望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渗透抽象概括、推理论证等思维方法，

让学生知道建立点电荷、电场线等物理模型的原因，懂得如何建构这些模型，体

会物理模型在研究具体问题中的作用；引导学生应用物理量之比定义新物理量的

方法建立电场强度等物理概念；引导学生了解库仑定律建立的探究过程，分析库

仑扭秤实验的巧妙之处，培养科学猜想与验证能力。教学中要重视让学生了解电

荷在静电场中运动时电场力做功的特点，重视电场问题与重力场问题的类比分

析，引导学生从做功与能量改变的关系来分析和解决问题。通过学习闭合电路欧

姆定律等物理规律，了解科学研究方法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了解实验中存在误差

的原因，了解减小实验误差的方法；通过学习电功和电功率等内容，培养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关注能源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说明： 

（1）与“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实验版”）比较，在

“修订版”的必修 2 中，有些内容有调整。例如，增加了“2.2.3 了解串、并联

电路电阻的特点”；删除了“实验版”中的“通过实验，观察门电路的基本作用。

初步了解逻辑电路的基本原理以及在自动控制中的应用”等（请比较“修订版”

与“实验版”对课程内容要求的差异，本文皆不逐一列出）。 

（2）研究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时，只讨论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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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订版”必修 2 中的主题“2.3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移到本文选修 1-2

中（该主题有些内容在本文必修 1 的“1.3 机械能及其守恒定律”中有所体现）。 

（4）本模块的学生必做实验有：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长度的测量

及其测量工具的选用；测量金属的电阻率；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用多用电

表测量电学中的物理量。 

【考试评价建议】 

1. 物理必修系列包括必修 1、必修 2 两个模块，学生参加模块考试且成绩合

格，共可获 4 学分。 

2. 学生完成普通高中物理必修课程学习后，可参加用于高中毕业的学业水

平考试。该考试旨在诊断学生是否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要求，达到学业质量标准

水平 2 为合格。 

3. 用于高中毕业的学业水平考试要体现基础性和全面性，反映学业质量标

准和物理核心素养的基本要求。注重考查对必修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

理解与应用情况，试题要注重围绕科技、生产及学生生活经验等设计问题情境，

加强对学生应用基础知识解决物理问题或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 

4. 考试任务设计应根据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修订版”的规定及要求确定，

考试内容的任务情境应符合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和认知规律，反映物理学科本质，

充分体现考试评价促进学生学习、甄别学生学业水平的功能。 

 

 

 

 

 

 

 

 

 

 



9 
 

二、下篇：选修Ⅰ系列课程 

选修Ⅰ系列课程包括选修 1-1、1-2、1-3 三个模块。完成必修课程和选修 I

课程后，学生可参加用于高等院校招生录取的选拔性考试。 

（一）选修 1-1 

本模块由“曲线运动与万有引力定律”“磁场”“电磁感应及其应用”“传感

器”四个主题组成。 

【内容与要求】 

1.1 曲线运动与万有引力定律 

（1）通过观察实验，了解曲线运动，知道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条件。 

（2）通过实验，探究并认识平抛运动的规律。会用运动合成与分解的方法

分析平抛运动。体会将复杂运动分解为简单运动的物理思想。能分析日常生活

中的抛体运动。 

（3）会用线速度、角速度、周期描述匀速圆周运动。知道匀速圆周运动向

心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探究影响向心力大小的因素。能用牛顿第二定律分析匀

速圆周运动的向心力。了解生产生活中的离心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4）通过史实，了解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过程。知道万有引力定律。认识

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重要意义。认识科学定律对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作用。 

（5）会计算人造卫星的环绕速度。知道第二宇宙速度和第三宇宙速度。 

（6）知道经典力学的局限性，初步了解相对论时空观和微观世界的量子特

征。体会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不断深入的。 

1.2 磁场 

（1）了解我国古代对磁现象的认识和应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2）通过实验，了解磁场。知道磁场是一种物质，体会场的统一性与多样

性。知道磁感应强度和磁通量。能用磁感线描述磁场。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自然

规律中的作用。 

（3）知道电流的磁场。会判断通电直导线和通电线圈周围的磁场方向。 

（4）通过实验，认识安培力。能判断安培力的方向，会计算安培力的大小。

了解安培力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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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实验，认识洛伦兹力。能判断洛伦兹力的方向，会计算洛伦兹力

的大小。能用洛伦兹力分析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圆周运动。了解带电粒子的

磁偏转原理及其应用。 

1.3 电磁感应及其应用 

（1）收集资料，了解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过程，体会科学探索中科学思想

和科学态度的重要作用。 

（2）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能举例说明电磁感应在

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3）通过实验，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理解楞次定律。理解法拉

第电磁感应定律。 

（4）通过实验，了解自感现象和涡流现象。能举例说明自感现象和涡流现

象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5）通过实验，认识交变电流。能用公式和图像描述正弦交变电流。 

（6）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变压器原、副线圈电压与匝数的关系。了解从

变电站到用户的输电过程，知道远距离输电时用高电压的道理。 

（7）了解发电机和电动机工作过程中的能量转化。认识电磁学在人类生活

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4 传感器 

（1）知道非电学量转化成电学量的技术意义。 

（2）通过实验，了解常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会利用传感器设计并制作简

单的自动控制装置。 

（3）列举传感器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教学建议】 

教师要在学生初步形成的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和能量观念的基础上，引导学

生通过研究曲线运动体会物理学中化繁为简的研究方法，拓展对运动多样性的认

识，深化对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描述机械运动的重要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

矢量和变化率的理解。通过分析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偏转运动，进一步发展学生

的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本模块内容与学生生活、现代科技密切相关，教师要充

分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努力创设学生感兴趣、能激发探究欲望的问题情境，引导



11 
 

学生将复杂运动分解为简单运动，运用已有的概念和规律分析现象、建构模型、

解决问题，进一步体会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研究中蕴含的极限思想。应通过电磁学

内容的学习，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物质观念、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和能量观念。进

一步引导学生应用物理量之比定义新物理量的方法建立磁感应强度等物理概念，

能分析通电直导线、螺线管和某些磁体等周围磁场的强弱和方向，通过洛伦兹力

与安培力的学习进一步认识场的概念。通过电磁感应中感应电流方向与感应电动

势大小的科学探究，强调科学探究过程中对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进行归纳推理的

方式，让学生了解电磁感应定律、楞次定律等电磁学基本规律在生产生活中的应

用，体现探究中的归纳思维方式及其实践应用等物理核心素养。教学中要重视探

究过程中引导学生对实验现象进行分类与归纳，概括实验结果的本质特征，提升

学生对实验结果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能力。 

说明： 

（1）本文的选修 1-1 由“修订版”的四个主题构成，分别是“修订版”选

修 1-1 的主题“1.1 曲线运动与万有引力定律”和“修订版”选修 1-2 的主题“2.1 

磁场”“2.2 电磁感应及其应用”和“2.4 传感器”。 

（2）“修订版”中选修 1-1 主题“1.2 动量与动量守恒定律”调整到本文的

选修 1-3 中，“1.3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调整到本文的选修 1-2 中。 

（3）在曲线运动教学中，应适度增加“分析垂直于电场强度方向进入匀强

电场中的带电粒子的受力情况及运动轨迹”等相关内容。 

（4）本模块的学生必做实验有：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探究影响向心力大

小的因素；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探究变压器电压与线圈匝数的关系；

利用传感器设计并制作简单的自动控制装置。 

（二）选修 1-2 

本模块由“固体、液体和气体”“热力学定律”“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机

械振动与机械波”“电磁振荡与电磁波”五个主题组成。 

【内容与要求】 

2.1 固体、液体和气体 

（1）了解分子动理论的基本观点及相关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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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实验，了解扩散现象。观察并能解释布朗运动。了解分子运动速

率的统计分布规律，知道分子运动速率分布图像的物理意义。 

（3）了解固体的微观结构。知道晶体和非晶体的特点。能列举生活中的晶

体和非晶体。通过实例，了解液晶的主要性质及其在显示技术中的应用。 

（4）了解材料科学的有关知识及应用，体会它们的发展对人类生活和社会

发展的影响。 

（5）观察液体的表面张力现象。了解表面张力产生的原因。知道毛细现象。 

（6）通过实验，了解气体实验定律，知道理想气体模型，能用分子动理论

和统计观点解释气体压强和气体实验定律。 

2.2 热力学定律 

（1）知道热力学第一定律。通过有关史实，了解热力学第一定律和能量守

恒定律的发现过程，体会科学探索中的挫折和失败对科学发现的意义。 

（2）理解能量守恒定律，能用能量守恒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体会能量守

恒定律是最基本、最普遍的自然规律之一。 

（3）通过自然界中宏观过程的方向性，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 

2.3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1）了解自然界中存在多种形式的能量。知道不同形式的能量可互相转化，

在转化过程中能量总量保持不变，能量转化是有方向性的。 

（2）知道利用能量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人类利用的能

量来自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 

（3）知道合理使用能源的重要性，具有可持续发展观念，养成节能的习惯。 

（4）收集资料，讨论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认识环境污

染的危害，思考科学·技术·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具有环境保护的意识

和行动。 

2.4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 

（1）通过实验，认识简谐运动的特征。能用公式和图像描述简谐运动。 

（2）通过实验，探究单摆的周期与摆长的定量关系。知道单摆周期与摆长、

重力加速度的关系。会用单摆测定重力加速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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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实验，认识受迫振动的特点。了解产生共振的条件以及共振技术

的应用。 

（4）通过观察，认识波的特征。能区别横波和纵波。能用图像描述横波。

理解波速、波长和频率的关系。 

（5）通过实验，认识波的反射、折射、干涉及衍射现象。 

（6）通过实验，认识多普勒效应。能解释多普勒效应产生的原因。能列举

多普勒效应的应用实例。  

2.5 电磁振荡与电磁波 

（1）了解电磁振荡和电磁波。知道电磁波的发射、传播和接收。认识电磁

场的物质性。 

（2）认识电磁波谱。知道各个波段的电磁波的名称、特征和典型应用。知

道光也是一种电磁波。 

（3）初步了解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及在物理学发展中的意义。 

【教学建议】 

本模块通过热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机械振动与机械波、电磁振荡与电

磁波内容的学习，进一步促进学生的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能量观念和物理模

型建构等物理核心素养的形成。教学中应通过观察日常生活现象和实验，让学

生了解固体、液体和气体的微观结构，了解能量转化与转移的方向性等内容。

通过油膜法估测分子的大小，让学生体会和掌握测量微观量的思想和方法，能

利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分析和处理信息。在教学中应加强应用气体实验定律等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引导学生从相互作用的角度和能量的角度认识机械振动

和机械波的形成和传播，了解波动的特征，为深入学习和研究电磁波打好基础。 

说明： 

（1）与“实验版”比较，“修订版”选修 1-2 中的内容有一些调整，例如，

删除了“知道饱和汽、未饱和汽和饱和气压。了解相对湿度。举例说明空气的相

对湿度对人的生活和植物生长的影响”等。 

（2）“修订稿”必修 2 的主题“2.3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移到本模块中。 

（3）本模块的学生必做实验有：用油膜法估测分子的大小；探究气体压强

与体积的关系；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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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修 1-3 

本模块由“光及其应用”“动量与动量守恒定律”“原子与原子核”三个主

题组成。 

【内容与要求】 

3.1 光及其应用 

（1）通过实验，理解光的折射定律。会测定材料的折射率。 

（2）知道光的全反射现象及其产生的条件。初步了解光纤的工作原理、光

纤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3）观察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现象，了解这些现象产生的条件，知道其

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会用双缝干涉实验测定光的波长。 

（4）通过实验，了解激光的特性，能举例说明激光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

用。 

（5）初步了解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几个主要观点以及主要观测证据。

关注宇宙学研究的新进展。 

3.2 动量与动量守恒定律 

（1）通过实验和理论推导，理解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能用其解释生

活中的有关现象。知道动量守恒定律的普适性。 

（2）探究并了解物体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的特点。定量分析一维碰撞问

题并能解释生产生活中的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现象。 

（3）体会用守恒定律分析物理问题的方法，体会自然界的和谐与统一。  

3.3 原子与原子核 

（1）了解人类探索原子结构的历史。知道原子核式结构模型。通过对氢原

子光谱的分析，了解原子的能级结构。 

（2）了解原子核的组成和核力的性质。知道四种基本相互作用。能根据质

量数守恒和电荷守恒写出核反应方程。 

（3）了解放射性和原子核衰变。知道半衰期及其统计意义。了解放射性同

位素的应用，知道射线的危害与防护。 

（4）认识原子核的结合能，了解核裂变反应和核聚变反应。关注核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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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5）了解人类对物质结构的探索历程。 

（6）通过实验，了解光电效应现象。能根据实验结论说明光的波粒二象性。

知道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方程及其意义。 

（7）知道实物粒子具有波动性，了解微观世界的量子化现象。体会量子论

的建立对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影响。 

【教学建议】 

通过光及其应用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引导学

生形成对光的本性的正确认识，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建构物理模型的意义，了解模

型建构的方法。通过物质的波粒二象性、量子论等内容的教学，完善学生对物质

的认识，帮助学生建构完整的、科学的物质观念。在研究碰撞现象实验过程中，

进一步领会守恒思想，增强证据意识，提高建模能力和科学论证能力。从动量守

恒定律的普适性来认识自然界的统一性。通过多种方法，创设多种问题情境，引

导学生探究并讨论，让学生广泛了解核能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教学

中应加强应用质能关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说明： 

（1）与“实验版”比较，“修订版”对有些内容做了调整，例如，删除了“了

解康普顿效应”等。 

（2）本模块的学生必做实验有：测定玻璃的折射率；用双缝干涉实验测量

光的波长；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考试评价建议】 

1. 物理选修 I 系列包括选修 1-1、选修 1-2、选修 1-3 三个模块，学生可选择

学习。每参加一个模块的考试且成绩合格，可获 2 学分；参加本系列全部模块考

试且成绩合格，共可获 6 学分。 

2. 学生在完成普通高中物理课程必修课程和选修 I 课程学习后，可参加用于

高等院校招生录取的选拔性考试。该考试旨在甄别学生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是

否具备进入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习的资格。学业质量标准水平 4 是进入高等院校

相关专业学习应达到的水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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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于高等院校招生录取的选拔性考试的考查内容要体现综合性和应用

性。注重考查对必修和选修 I 课程中重要的物理概念与规律的深入理解及灵活应

用，试题的任务情境要与生产生活、科技发展等紧密联系，要关注物理学前沿与

成果应用；要探索设计与现实相关的问题情境，加强对学生应用物理学知识综合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查；要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考查，有效区分不同层

次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水平。 

4. 用于高等院校招生录取的选拔性考试应具有较好的区分度，要求试卷结

构设计科学合理，有利于区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业水平，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