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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高二物理教学质量分析

市高考备考中心组 杨培钊

一、基本概况

本次高二期末学质量检测，物理科测试考查范围为高中物理必修第三册全册、选择性必

修第一册（第一章至第三章），知识点较密、内容较多、覆盖面较广、难度较大。

试卷重点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能力、审题能力、分析能力及综合应用能力等，部

分题目对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体现对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和运用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的考查，对学生物理学科素养有一定的检查作用。

试卷试题结构共 10 道选择题、6 道填空、实验题和 3道解答题，试题难易相结合，总

体难度设置为中等偏下，有一定的区分度。全市考生数 9417人，平均分 48分优秀率 9.2%，

及格率 29.9%。

二、试卷分析

1、选择题

选择题共 10道，总分 36分，平均得分 22.98分。其中，单项选择题共 7道，每小题 3

分，共 21分，平均得分 14.90分；多项选择题共 3道，每小题 5分，共 15分，平均得分 8.08

分。各小题总体涉及的知识较基础，但题目有一定的综合性，部分题目对学生的思维能力、

解题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要求较高，各小题平均得分和难度系数如下图：



第 2 页 共 15 页

第 1题，考查通电导线周围产生磁场，利用右手螺旋定则可以进行判断分析。

第 2题，考查起电方式和同种电荷互相排斥、异性电荷互相吸引的基本特点，塑料捆扎

绳与手摩擦带电；塑料捆扎绳上带的是同种电荷，同种电荷相互排斥，所以塑料绳会向四周

散开，捋的次数越多，塑料绳带电越多，排斥力越多，下端散开的就越大。

第 3题，考查电场基本特点和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由粒子的运动轨迹向下弯曲可

以大致判断粒子所受电场力方向、电场方向；根据顺着电场线方向电势降低，可知 M点的

电势高于 N点的电势；M到 N的过程中，对粒子做正功，其电势能减小，动能增大，速度

增大，则知粒子在 M点的动能小于在 N点的动能；M点处的电场线较疏，而 N点处电场线

较密，则 M点处的电场强度较小。

第 4题，考查恒定电路中的串并联电路基本特点，通过滑动滑片改变电路中的电阻进行

电路的动态分析，总电阻变小、总电流增大、路端电压变小，进而可以对两个灯泡的变亮、

变暗作出判断。

第 5题，考查电磁感应现象的判断，难点在于磁通量如何变化和产生感应电流的方向如

何变化，涉及楞次定律的部分内容，对学生通过已掌握知识来解题的要求偏高，导致得分不

理想。

第 6题，考查动量守恒定律和碰撞的基本理解，涉及动量的基本理解和基本运算，对矢

量方向判断有一定的检查要求，对完全非弹性碰撞有基本的考查。

第 7题，考查恒定电路中电动机功率的求解，涉及非纯电阻元件在通电不工作、通电工

作两种情况下的理解，需要通过数据计算结果，对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计算能力均有较高要求，

前后的逻辑一旦理解出现偏差，就很难得出正确的判断，总体得分偏低。

第 8题，考查电磁波的性质和基本应用，主要是概念理解和应用范围、应用领域的关联

记忆，容易出现混淆不清、模棱两可的判断导致失分。

第 9题，考查机械振动的特点，重点考查共振的现象和机械振动周期的大小的影响因素，

涉及振动图像的理解和分析、振幅等物理量大小比较的判断。

第 10题，考查点电荷周围产生电场的特点，涉及试探电荷在电场中受力情况的分析、

F-q图像的综合分析，点电荷周围电场强度影响试探电荷受到的电场力，但容易出现正电荷

周围场强强、负电荷周围场强弱的错误判断，最终导致丢分。

2、填空、实验题

第 11-16题，满分 26分，平均分 19.41，难度系数 0.75，本题总得分分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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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题，考查机械振动，要求能通过质点运动情况分析出振幅和周期，得分相对较低。

第 12题，考查机械波，通过分析简谐波的波形图和质点 P的振动图像求解波速难度不

大，一部分学生无法正确分析质点 M的位置。

第 13题，考查电容器的充放电绝大多数学生能正确作答。

第 14题，考查电流表和电压表的读数，部分学生仍搞不清楚要不要估读，要读到第几

位数。

第 15题，考查故障分析，第一个空考查使用欧姆档时需要断开开关，绝大部分学生能

做对，第二个空需要注意欧姆档指针不偏转时对应电阻是无穷大，即被测电路是断路的，一

些学生答错了。

第 16题，考查根据小灯泡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选择电压表和电流表，个别学生没有

填器材前的选项。第二个考查实物图连线，滑动变阻器的连接依然有相当部分学生做错。有

的连在了滑片上，有的没注意滑动变阻器是分压式接法，有的接了两个上接线柱。

填空题实验题，覆盖知识点比较全面，而且比较突出了对重点知识的考查，从得分情况

来看，学生对一些细小概念的理解和推敲缺乏足够的训练和判断，对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

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

教学建议：注重基础概念教学，对特别易混易忽视的知识点，在课堂教学中求质量，强

化练习，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进一步强调规范化解题要求。

3、计算题

第 17 题，考查两个知识点：①电路电阻的串并联；②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满分 12
分，平均分 9.61分，相对得分较高，本题得分分布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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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学电路相关结构计算题，普遍学生掌握比较好，得满分较多，满分卷占比 70%，

说明学生对基本电路分析还是较为理解。

失分部分主要集中在对电路电阻链接粗心大意，开关 S2闭合时电阻并联不知道如果计

算总电流。部分同学电路分析正确，但对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没有掌握，无法列出相关方程

求解。

在得出电动势 E和内电阻 r时计算出错，大部分学生能够理解通过列开关 S2闭合和断

开时电路中的欧姆定律来求解电动势 E和内电阻 r，但部分学生在列开关 S2闭合时电路中外

电压的求法出错甚至不理解。

满分卷：

失分卷：

教学建议：建议在评卷时重点强调电路结构如何分析，并联电路中总电阻和总电流的求

解以及如何列方程求解。

第 18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匀变速运动，满分 12分，平均分 7.9分，

总体难度不大，本题得分分布图如下：



第 5 页 共 15 页

答卷反映主要出错的地方是学生不理解元电荷 e的意思，以为题目给的条件是电子，所

以元电荷 e里面自带负号，导致结果是正确答案的相反数。另一个问题就是部分同学选择计

算较为复杂的动力学方法去计算，但计算上出现错误。也有部分同学不理解电势的物理意义，

随意套公式，对知识的吸收内化不够。

教学建议：重视基础，回归基本公式，加强运算能力，尤其是字母的推导运算。

满分答卷：

典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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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题，考查多物体碰撞、滑块木板模型，涉及知识点主要是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

恒定律，满分 14分，全级平均得分 4.15分，难度系数 0.30，本题得分分布图如下：

第（1）小题，求 A、C碰后 A的速度，难度较大，需要学生能够分析出运动的全过程，

明确相互作用的对象以及运动的关联，出现失分的地方有：①有大部分学生不能正确分析出

运动过程，只抓住题干中“恰好不再与 C碰撞”认为最终 A、C共速，如下图：

②还有部分学生没有审清楚题意，以为 A、C碰撞为弹性碰撞，如下图：

第（2）小题，求 A、B再次达共速的时间，本题可采用动量定理或牛顿定律结合运动

学公式求解，绝大部分学生采用第二种方法，出现失分的地方有：①求解时没有写明对象，

公式中质量没有标下标；②由于第一小题出错，第二小题出现延续性错误，学生不能正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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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A的运动性质，如下图：

③还有小部分的学生想用动能定理求解出 A或 B的对地位移，再用位移公式求出时间，

但可惜的是要么在正负功上判断错或是动能变化上写错或是忘了乘以位移。

第（3）小题，求解全程系统损失的机械能，基本上本题有做的学生都清楚用初状态系

统的动能减去末状态系统的动能，但还是由于一开始没能正确分析 ABC三者的运动情况、

求解出三者的最终速度，还是没能求出最终答案，如下图：

教学建议：对多物体、多过程碰撞的题目，考查学生较高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建议

学生不要着急动笔，一定要审好题意、分析好运动过程、理清楚关联速度；教学中应强化训

练，最后注意规范解题。

三、备考建议

第一，夯实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掌握和应用。

第二，加强学生解题习惯、解题策略、解题方法和解题技巧等方面的指导。

第三，挖掘更好的教学资源和更合适的教学技法，充分把控好教学效果。

附高二物理试题及答案

潮州市 2023－2024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高二级教学质量检

测卷

物 理
本试卷 19小题，全卷满分 100分，考试用时 75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学校、班级等考生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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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卷

上。

2．选择题的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统一提供的 2B铅笔把答卷上对应题目的答

案标号

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非选择题的作答：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直接答在答卷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

写在试

题卷、草稿纸上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 7小题，每小题 3分，共 21分。每小题给出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

选项符

合题目要求，选对的得 3分，选错的得 0分）

1．下列各图中，已标出电流 I及其产生的磁场的磁感应强度 B的方向，其中正确的是

A B C D

2．如图所示，将一束塑料捆扎绳一端扣结，另一端撕成细条后，用手迅速捋塑料捆扎绳细

条，观察到细条散开了。下列关于细条散开现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撕成细条后，由于空气浮力作用使细条散开

B．由于摩擦起电，细条带同种电荷，相互排斥散开

C．撕成细条后所受重力减小，细条自然松散

D．细条之间相互感应起电，相互排斥散开

3．如图所示，图中的实线表示电场线，虚线表示只受电场力作用的带正电粒子的运动轨迹，

粒子先经过 M点，再经过 N点，可以判定

A．粒子在 M点的速度大于在 N点的速度

B．粒子在 M点的电势能大于在 N点的电势能

C．M点的电势小于 N点的电势

D．M点的电场强度大于 N点的电场强度

4．如图所示，将两个灯泡 L1和 L2按如图所示的方式接入电路，当滑动变阻器的滑片向右

移动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L1变亮，L2变亮

B．L1变亮，L2变暗

C．L1变暗，L2变亮

D．L1变暗，L2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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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红在研究感应电流是如何产生的实验过程中，发现当闭合开关瞬间，电流表指针向右

偏了一下后回到中间位置，继续实施某一步操作后发现指针向左偏转，则该操作步骤是

A．增大电源电压

B．拔出 A中的铁芯

C．迅速将 A插入 B中

D．向右滑动变阻器滑片

6．如图所示，在光滑水平面上质量分别为 mA=2kg、mB=4kg ，速度的大小分别为 vA=5m/s、

vB=2m/s的 A、B两小球沿同一直线相向运动并发生碰

撞，则

A．它们碰撞后的总动量是 2kg·m/s ，方向水平向右

B．它们碰撞前的总动量是 18kg·m/s ，方向水平向左

C．它们碰撞后如果 A球以 vA´= 1m/s的速度被反向弹回，则 B球的速度大小为 2m/s

D．它们碰撞后如果 A球、B球粘在一起，则两球共同运动的速度大小为 3m/s

7．有一个直流电动机，把它接入 0.2 V 电压的电路中，电动机不转，测得流过电动机的电流

是 0.4 A；

若把电动机接入 2.0 V电压的电路中，正常工作时的电流是 1.0 A，此时，电动机的输出

功率是 P 出；如果在电动机正常工作时，转子突然被卡住，电动机的发热功率是 P 热，则

A．P 出＝2 .0W，P 热＝0.5 W B．P 出＝1.5 W，P 热＝0.5 W

C．P 出＝2 .0W，P 热＝8.0 W D．P 出＝1.5 W，P 热＝8.0 W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 3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5分。每小题给出四个选项中，有多个选

项符合题目要求，全部选对的得 5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2分，有选错或不答的得 0分）

8．下列有关电磁波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麦克斯韦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赫兹首次在实验室中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

B．变化的磁场产生了电场，变化的电场产生了磁场

C．一切物体都在辐射紫外线，紫外线具有荧光效应，还可以消毒杀菌

D．X射线可以摧毁病变的细胞，γ射线可以用于诊断病情

9．如图甲所示，在一条张紧的绳子上挂几个摆，a、c摆的摆长相同且小于 b摆的摆长。当

a摆振动的时候，通过张紧的绳子给其他各摆施加驱动力，使其余各摆也振动起来。图

乙是 c摆稳定以后的振动图像，重力加速度为 g，不计空气阻力，则

A．a、c摆的固有周期相等

B．b、c摆振动达到稳定时，c摆振幅较大

C．b、c摆振动达到稳定时，b摆振幅较大

D．由图甲、乙可知，此时 b摆的周期小于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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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图所示，图（1）中 AB是一个点电荷电场中的一条电场线，图（2）是放在电场线上

a、b处的试探电荷的电荷量与所受电场力大小之间的函数关系图线，则下列情况中可

能正确的是

A．场源是正电荷，位于 B点

B．场源是负电荷，位于 B点

C．场源是正电荷，位于 A点

D．场源是负电荷，位于 A点

三、填空题、实验题（本题 6小题，每空 2分，共 26分）

11．如右图所示，一质点做简谐运动，O点为平衡位置，

质点先后以相同的速度依次通过 M、N两点，历时

1s，质点通过 N点后再经过 1s又第 2次通过 N点，在这 2s内质点通过的总路程为

12cm．则质点的振幅为 cm，质点从第 2次通过 N点到第 3次通过 N点需

时间 s．

12．如下图所示，图（a）为一列简谐横波在 t=2s时的波形图，图（b）为平衡位置在 x=0.5m

处的质点 P的振动图像，已知 M点是平衡位置在 x=2m的质点。由此可知，该列简谐

横波的波速为 m/s．当 t=9s时，M点的位置在 （选填“波峰”、“波

谷”或“平衡位置”）。

图（a） 图（b）

13．如右图所示为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的实验电路图。当把

开关 S到拨到 1后电容器 （选填“充电”或“放电”），

再将开关 S拨到 2后，流经 R的电流方向是 （选

填“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

14．在“测定金属丝电阻率”的实验中，需要测出其长度 L，直径 d。已知小张同学用电流

表和电压表测金属丝的电流电压时，表盘如下图所示，则电压表的读数为 V，

电流表的读数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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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小李同学发现手电筒不亮了，初步判断是小灯泡出现故障，准备使

用多用表检测小灯泡，电路图如图所示。该同学使用多用电表欧姆

挡检测如右图所示电路中小灯泡故障时，应先 （填“闭

合”或“断开”）开关，然后用多用电表正确操作，测量小灯泡电阻

时，若指针不偏转，则小灯泡 （填“短路”或“断路”）。

16．小宇同学要研究小灯泡（2.5 V、0.6 W）通过的电流与两端电压之间的关系，到实验室

进行探究。实验室提供的器材有：

A．电源 E（电动势为 4V，内阻约 1Ω） B．电流表 A1（量程为 0.6A，内阻约

0.5Ω）

C．电流表 A2（量程为 3A，内阻约 0.1Ω） D．电压表 V1（量程为 3V，内阻约 3kΩ）

E．电压表 V2（量程为 15V，内阻的 15kΩ）

G．开关 S一个，导线若干

（1）为了能多测几组数据，并能使电表从零开始测量，小宇设计了如左下图所示电路

图。在该电路中，电流表应选择 ，电压表应选择 。（选填相应器材

前的选项）

（2）结合设计的电路图，请将上侧实物图接线补齐。

四、计算题（本题 3小题，共 38分）

17．（12分）如图所示，电路中定值电阻 R1=3.0Ω、R2=6.0Ω，开关 S1、S2均闭合时，电压

表的示数为 4.0V；开关 S1闭合、S2断开时，电压表的示数为 4.5V．若电压表为理想电

表，求电源的电动势 E和内阻 r．

F．滑动变阻器 R（最大阻值 10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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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分）如图所示，相距为 d的两平行金属板间存在匀强电场。一电子从左极板 O点处

以速度 v0沿垂直于极板的方向射出，最远到达 A点，然后返回。已知 O、A两点相距

为 h(h<d)，电子质量为 m，电荷量为 e，不计电子重力，求：

（1）O、A两点间的电势差大小 UOA；

（2）两平行金属极间电势差大小 U；

（3）若右极板电势为零，A点电势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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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 2023－2024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高二级教学质量检测卷

物理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 7小题，每小题 3分，共 21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答案 C B B B B A D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 3小题，每小题 5分，共 15分。

题号 8 9 10

答案 AB AB CD

三、填空题、实验题：本题 6小题，每空 2分，共 26分。

11． 6 、 3

12． 0.5 、 平衡位置

13． 充电 、 从左往右

14． 2.19~2.21V 、 0.48A

15． 断开 、 断路

16． B 、 D 、连线如右图（2 分，连对一条线得 1 分）

四、计算题：本题 3小题，共 38分。

17．（12分）

解：开关 1 2S S、 均闭合时，

通过 R1的电流：I1 =
�1
�1

……………………………………………………………①（2 分）

通过 R2的电流：I2 =
�1
�2

…………………………………………………………②（2分）

由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得：E = （I1 + I2）r+U1…………………………………③（2分）

开关 1S 闭合、 2S 断开时，

通过 R1的电流：I3 =
�2
�1

……………………………………………………………④（2分）

由闭合电路欧姆定律得：E = I3（R1+ r）…………………………………………⑤（2分）

联立以上各式，并代入数据，得：E=6.0V，r=1.0Ω……………………………⑥（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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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分）

解（1）由题意，根据动能定理有：

2
0

10
2OAeU mv   …………………………………………………………………①（2分）

可得：
2
0

2OA
mvU
e

 …………………………………………………………………②（2 分）

（2）两平行金属极间电场强度大小：E
2
0

2
OAU dmvU Ed d
h eh

   ………………………………③（1 分）

电势差大小：
2
0

2
OAU dmvU Ed d
h eh

   ……………………………………………………………④（1 分）

联立②③④，得：
2
0

2
OAU dmvU Ed d
h eh

   
2
0

2
OAU dmvU Ed d
h eh

    ……………………………………………………⑤（2 分）

（3）若右极板电势为零，则有：

2
0( )( ) ( )

2A
d h mvUE d h d h

d eh



    ………………………………………………………………………⑥（2分）

联立④⑤⑥，得：
2
0( )( ) ( )

2A
d h mvUE d h d h

d eh



    

2
0( )( ) ( )

2A
d h mvUE d h d h

d eh



     ……………………………………………⑦（2 分）

19．（14分）

解：（1）取向右为正方向，A、C碰撞瞬间，对 A、C所组成的系统，由动量守恒定律

得：mAv0 = mAvA+ mCv…………………………………………………………①（2 分）

经过一段时间，A、B再次达到共同速度，由动量守恒定律得：

mAvA+ mBv0 = （mA+ mB）vAB……………………………………………………②（2 分）

A、B恰好不再与 C发生碰撞，应满足：

vAB= v………………………………………………………………………………③（1 分）

联立①②③，并代入数值，得：vA= 2 m/s……………………………………④（1 分）

（2）对 A，由动量定理得：

μmBgt = mAv - mAvA………………………………………………………………⑤（2 分）

代入数值，得：t = 0.5 s…………………………………………………………⑥（2 分）

（3）对 A、B、C组成的系统，由能量守恒定律得：

E 损 = 1
2
（mA+ mB）v02 - 1

2
（mA+ mB+ mC）v2………………………………⑦（2 分）

代入数值，得：E 损 = 30 J………………………………………………………⑧（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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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分）光滑水平轨道上放置长木板 A（上表面粗糙）和滑块 C，滑块 B置于 A的左端，

三者质量分别为 mA=4kg、mB=2kg、mC=4kg．开始时 C静止，A、B一起以 v0=5m/s的

速度匀速向右运动，A与 C发生碰撞后 C向右运动，经过一段时间，A、B再次达到共

同速度一起向右运动，且恰好不再与 C发生碰撞。已知 A、B之间接触面的动摩擦因数

为 0.4，重力加速度 g取 10m/s2，求：

（1）A与 C碰撞后瞬间 A的速度大小 vA；

（2）A与 C碰撞后，A、B再次达到共同速度时所经过的时间 t；

（3）整个过程中，A、B、C组成的系统所损失的机械能 E 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