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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基于 SOLO 理论的中考物理试卷分析与教学策略探究
——以黄冈市 2018-2020 年中考试卷为例

吕　可　杨　淦　吕胜华　王小兰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冈 438000）

摘要：以 2018 年 -2020 年黄冈市三年中考物理试卷为研究对

象，运用 SOLO 分类理论系统分析其层次问题。发现试卷主要考查

多点结构层次和关联结构层次，对单点结构层次和抽象拓展结构

的考查逐渐减少，并且针对抽象拓展结构层次的考查难度逐渐增

加，进一步加大运动学和力、电与磁部分的考查。为此提出了三

点教学策略和建议：其一注重生活问题情景，夯实物理基本概念

和规律，其二加强物理知识综合应用，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其三培养科学探究精神，提高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以期对黄冈市一线初中物理教师有所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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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是我国人才选拔的重要模式之一，对学生而言，中考以

公平、有效的测试成绩评价初中毕业生在各学科学习方面所达到

的水平，成为学生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重要阶梯。对于教师而言，

中考对教学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进行中考试卷分析有助于教师对

教育成果的检验，科学把握命题方向，进行教学反思，制定有效

的教学策略，实现更加适合学生全面发展的优质教学。而 SOLO

分类理论是依据学生的学习成果来判断学生所处的思维技能水平，

为中考物理试卷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因此，本文运用 SOLO

分类理论，以 2018—2020 年的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为分析研究对

象，旨在为黄冈市一线教师提供有价值的教学策略参考。

一、黄冈市 2018-2020 年中考物理试卷概况

本研究选取 2018-2020 年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为研究对象。

2018-2020 年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的命题紧紧依据《义务教育物

理课程标准》（2011 版）和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试

卷有利于反映学生物理学科学习的发展状况、有利于保持学生学

习兴趣、有利于引导教师的教育教学、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初中物

理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且试卷遵循了基础性、多维性、探究性、

应用性、科学性等原则。近三年试卷总分均为 60 分，但在总题数

有细微差别。在 2018 年的试卷中将两道作图题划分成了单独的两

个题号，而在 2019 年和 2020 年的试卷中两道作图题是作为第 12

道题的两个小问，所以在后面的分析当中，我们将 2018 年试卷中

的两道作图题当作一道题来分析。

二、基于 SOLO 分类理论的黄冈市中考物理试题层次划分

SOLO 分类理论是澳大利亚学者比格斯教授基于皮亚杰的认知

发展阶段论而进一步创建的一种描述智力发展的理论。比格斯指

出，一个人的总体认知结构是一个纯理论性的概念，是不可检测的，

而一个人回答某个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思维结构却是可以检测的，

并将其称之为“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结构（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 ）”，英文缩写为 SOLO。SOLO 分类理论依据学

生回答问题的结果，把学生的思维结构分为五个由浅至深的水平：

前结构水平、单点结构水平、多点结构水平、关联结构水平、抽

象拓展结构水平。其中，由于前结构水平表现为学生对问题掌握

不理解，不具备相关知识或思维混乱，无法体现学生认知思维，

所以本研究将原模型进行修正，将前结构水平排除在外。

三、黄冈市 2018-2020 年中考物理试题分析与讨论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将初中阶段的物

理学科的课程内容分为物质、运动和相互作用、能量这三个主题

以及十四个二级主题。湖北省黄冈市的初中阶段的物理教学采用

的是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本文将根据课标将人教版教材的内

容划分为五个知识领域上来，分别为：物质、声和光、运动和力、

电与磁、能量。

（一）试题各 SOLO 层次分值统计分析

根据表 4 的划分情况，对试题 SOLO 层次进行对应分值统计，

绘制出 2018—2020 年中考物理试卷 SOLO 层次分值统计图（详情

见图 1），探讨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的 SOLO 层次结构特点，从而

了解中考对试题的 SOLO 层次考查方向。

图 1 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各 SOLO 层次分值统计表

从图 1 中可知，2018-2020 年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在多点结

构水平上的考查力度最大，所占分值最多，在 2019 年和 2020 年

达到 28 分，占试卷总分的 47%。在单点结构水平和抽象拓展结

构水平上的考查最少，两个水平均只有 6 ～ 8 分，仅占总分的

10%。关联结构水平所占分值虽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占到了总分

的 33%。从这三年来各个水平的变化趋势来看，多点结构水平呈

明显上升的趋势；其他水平均有所下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

得出，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有降低简单题和难题的占比，增加基

础题占比的现象，且命题不再单一化，而逐渐多样化的趋势，一

道题可考查多个物理规律，同一个物理规律放在不同的物理情景

中来考查，呈现出“减少单一试题，注重多元考查”的特点。

（二）试题各知识领域分值统计分析

根据表 5 的划分情况，对试题各知识领域所占的分值进行统

计分析，绘制出 2018 年—2020 年中考物理试卷知识领域分值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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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详情见图 2），进一步探讨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的知识点分

布特点，从而了解中考试题对各知识点的考查力度，以及考查的

重难点。

图 2 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各知识领域分值统计表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在知识点上的考

查重点依然是电与磁、运动和力这两个部分。其中电与磁考查的

最多，19 年卷在该领域中设计了 25 分的试题，占试卷总分值的

41.67%，且该领域整体分值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其次是运动和

力部分，设计的试题分值在每年都在变化，但是始终维持在 16 分

左右，占试卷总分值的 26.67% 左右。在声和光部分所占分值来看，

近三年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由 18 年的 10 分下降到 20 年的 7 分。

在物质部分也是有轻微的变动，但是也一直维持在 8 分左右。在

能量部分考查的最少，设计的试题分值在 5 分以内。试卷的知识

领域所占分值大小关系为：电与磁 > 运动和力 > 声和光 > 物质 >

能量。由此可以看出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所考查的重点知识领域

为电与磁和运动和力，并且可以得出试卷具有“知识覆盖全面，

重点难点明确”的特点。

四、中考试卷分析结果与教学启示

通过对黄冈市近三年的中考物理试题的 SOLO 层次结合内容

领域的分析，可以发现黄冈市中考物理试卷：其一对知识点的考

查涵盖了各个领域，但是对不同领域的考查力度有所不同，依次为：

电与磁 > 运动和力 > 声和光 > 物质 > 能量；其二试卷在对 SOLO

层次的考查力度为：多点结构（M）> 关联结构（R）> 抽象拓展

结构（E）> 单点结构（U）；其三黄冈市的中考物理试卷对知识

点的考查体现出了“知识覆盖全面，重点难点明确，减少单一试题，

注重多元考查”的特点。根据该特点提出以下三条教学策略与建议：

（一）注重生活问题情景，夯实物理基本概念和规律

从试卷的考查分值分析中得出，无论是考查力度还得广度，

M 水平考查的都是最多的，是学习过程中的重点。所以在实际教

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明确《课标》要求，充分熟悉教材内容，保

证知识点的覆盖力度。并且 M 水平的试题考查逐渐多元化，更加

贴合实际生活，这就需要教师善于观察日常生活，能够在教学过

程中创设更多的现实问题情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载体，带

领学生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让学生能够切身地体会到从生活

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这一基本理念。

（二）加强物理知识综合应用，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试卷在 R 水平的试题分数占到总分的 33%，且难度比 M 水平

要更大，所以该水平是学习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R 水平的试题

将各个知识点挖掘的较深，且更注重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教师需要在 M 水平的基础上进行 R 水平的教学，因此教师在教学

的过程中需要合理的设置教学梯度，由易到难，由单个知识点到

多个知识点再到综合应用，难度螺旋上升。R 水平试题中所包含

的物理情景都比较新颖，但是又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到与其相关

的情景，所以这就要求教师的教学情景要结合实际生活，且能够

发现其中的问题、探究问题，比如教师可以结合社会热点和科技

前沿作为教学情景，来发掘其中所蕴含的基础物理知识，锻炼学

生的综合应用物理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培养科学探究精神，提高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试卷在 E 水平所考查的试题都是电与磁和运动和力的综合应

用题，且在考查形式上有所创新，像运动和力的综合应用题不再

像以往一样要求学生通过计算得出某一具体数值，而转向要求学

生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某一物理量的计算方法。这一变动提高了题

目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查。因此，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既要面向全体学生提高整体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也要因材

施教促进学生的个体发展，在有些较有难度的章节，例如阿基米

德原理、欧姆定律的应用，设置一些开放性思考的题目，多采用

探究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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