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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教师资格证考试笔试模拟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8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40 分)

1.质量为 m的钢球自高处落下，以速率υ1 碰地，竖直向上弹回，碰撞时间极短，离地

的速率为υ2。在碰撞过程中，地面对钢球的冲量方向和大小为( )。

3.在双缝干涉实验中，某同学用黄光作为人射光，为了增大干涉条纹的间距，该同学

可以采用的方法有( )。

A.改用红光作为入射光，增大双缝到屏的距离

B.改用蓝光作为入射光，增大双缝到屏的距离

C.改用红光作为人射光.减小双缝到屏的距离

D.改用蓝光作为入射光，减小双缝到屏的距离

4.AB 连线是某电场中的一条电场线，一正电荷从 A 点处自由释放，电荷仅在电场力作

用下沿电场线从 A 点到 B点运动过程中的速度图象如图所示，比较 A，B 两点电势φ的高低

和场强 E 的大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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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与电流表，初始时 So 与 S 均闭合，现将 S 断开，则( )。

A.V 的读数变大，A 的读数变小

B.V 的读数变大，A 的读数变大

C.V 的读数变小，A 的读数变小

D.V 的读数变小，A 的读数变大

6.密闭有空气的薄塑料瓶因降温而变扁，则关于此过程中瓶内空气(不计分子势能)的说

法，正确的是( )。

A.内能增大，放出热量

B.内能减小，吸收热烈

C.内能增大，对外界做功

D.内能减小，外界对其做功

7.如图所示，均匀带正电的绝缘圆环 a 与金属圆环 b 同心共面放置，当 a 绕 O 点在其所

在平面内旋转时，b中产生顺时针方向的感应电流，且具有收缩趋势，由此可知，圆环

a( )。

A.顺时针加速旋转

B.顺时针减速旋转

C.逆时针加速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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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逆时针减速旋转

8.科学探究的七要素是指：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

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其中“评估”能力的基本要求有六点，下列叙

述中属于这六点之一的是( )。

A.能书面或口头表述这些问题

B.能通过公共信息资源收集资料

C.尝试改革探究方案

D.有团队精神

二、计算题(本大题共 1 小题，共 20 分)

9.

三、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 10 题 20 分，第 11 题 30 分，共 50 分)

10.某教师为了了解学生对力的概念的掌握与运用情况，设计了若干检测题，其中一题

如下。

甲、乙两人手拉手玩拔河游戏，结果甲胜乙败，那么甲乙两人谁受拉力大?

【错解】因为甲胜乙，所以甲对乙的拉力比乙对甲的拉力大。就像拔河一样，甲方胜一

定是甲方对乙方的拉力大。

针对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分析学生答题错误可能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2)针对其中由物理知识方面导致的错误，给出正确的引导，用于帮助学生学习。

11.案例：

在利用万有引力定律求解地球的质量时，赵老师的教学片段如下：

教师：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习过万有引力定律，而且也知道引力常量 G 的数值。那么我

们就利用引力公式推导地球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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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对学生的这个方法，没有表扬，没有引导，也没有指出不足之处。而是说，用刚学

过的万有引力定律求解。别乱想了。

学生们正思考之际，老师匆忙地给出了正确答案。比如，利用月球到地球的距离与月球

绕地球转动的周期算出地球的质量。

学生 2：老师，我想到了这个方法，但就是不知道哪个变量容易测量。

教师：回去仔细复习教材。把公式多推导几遍，就熟悉了……

问题：

(1)此教学片段，教师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2)重新设计一个教学片段，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的物理知识。

四、教学设计题(本大题共 2 小题，第 12 题 12 分，第 13 题 28 分，共 40 分)

12.阅读材料。根据要求完成教学设计任务。

材料：某高中物理教材“探究碰撞中的不变量”一节有如下演示实验。

如图 16.1 一 1，A、B 是两个悬挂起来的钢球，质量相等。使 B 球静止，拉起 A 球，放

开后 A与日碰撞.观察碰撞前后两球运动的变化。

换成质量相差较多的两个小球.重做以上实验。

任务：(1)说明教材所述“换成质量相差较多的两个小球，重做以上实验”的实验设计

意图。

(2)基于该实验，设计一个包含师生交流的教学方案。

13.阅读下列材料，完成教学设计。

材料一动能与势能的相互转化物体自由下落或沿光滑斜面滑下时.重力对物体做正功，

物体的重力势能减少。减少的重力势能到哪里去了?我们发现，在这些过程中，物体的速度

增加了，表示物体的动能增加了。这说明，物体原来的重力势能转化成了动能。

原来具有一定速度的物体，由于惯性在空中竖直上升或沿光滑斜面上升，这时重力做负

功，物体的速度减小，表示物体的动能减少了。但由于物体的高度增加，它的重力势能增加

了。这说明，物体原来具有的动能转化成了重力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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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在只有重力或弹力做功的物体系统内，动能与势能可以互相转化，而总的机械能

保持不变。这叫做机械能守恒定律。它是力学中的一条重要定律，是普遍的能量守恒定律的

一种特殊情况。

根据上述材料，回答：

(1)设计一个关于机械能守恒定律内容和条件的教学导入。

(2)完成材料一部分的教学设计，内容包括学情分析和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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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D。

2.【答案】A。解析：从 n=4 能级跃迁到 n=3 能级比从 n=3 能级跃迁到 n=2 能级辐射出

光子的能量小，则辐射的光子频率小，所以辐射的电磁波的波长长，故 A选项正确。电磁波

在真空中的速度相同，与频率无关，故 B 选项错误。处于不同能级时，核外电子在各处出现

的概率不同，故 C 选项错误。由高能级向低能级跃迁，氢原子向外辐射能量，与原子核无关，

故 D 选项错误。

3.【答案】A。

三、案例分析题

10.【参考答案】

(1)产生上述错解原因是学生凭主观想象，而不是按物理规律分析问题。按照物理规律

我们知道物体的运动状态不是由某一个力决定的而是由合外力决定的。甲胜乙是因为甲受合

外力对甲作用的结果。甲、乙两人之间的拉力根据牛顿第三定律是相互作用力，甲、乙二人

之间的拉力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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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中有一些感觉不总是正确的，不能把生活中的经验，感觉当成规律来用，教学

中要引导学生运用物理规律来解决问题。本题中甲、乙两人相互之间的拉力是相互作用力，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可以得出甲对乙所施的拉力与乙对甲的拉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分别

作用在甲、乙两人身上。

11.【参考答案】

(1)第一，赵老师虽然最后给出了用万有引力定律求解地球质量的方法，但没有起到引

导学生学习的作用。学生完全是被动地接受现成的答案。第二、对于学生提出的用密度乘体

积计算地球质量的方法，赵老师应该指出此方法的缺陷，即地球的质量分度是不均匀的，地

球密度不是一常数。

(2)师：卡文迪许扭秤实验测定了万有引力常量，它的意义是人类第一次用实验的方法

验证了万有引力定律，并测得了万有引力常量。

师：它更大的意义是测定了地球的质量。

师：如果是你，你有什么方法测定地球的质量?

生 1：如果知道地球的半径，可以将地球看成球形，从而求得体积，再用泥土的平均密

度求出地球的质量。

师：泥土的密度能代表地球的平均密度吗?

生 2：可以通过月球到地球的距离与月球绕地球转动的周期算出地球的质量。

师：大家的计算结果与实验事实比较接近。地球实际上是沿椭圆轨道运动的，而我们通

常情况下可以把它的运动近视为圆形轨道，即认为地球在做匀速圆周运动。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探讨一下这样近似处理会带来什么样的误差?

(同学们课后查阅资料。相互讨论)

四、教学设计题

12.【参考答案】

(1)实验设计意图：观察两球质量相差比较大时，碰撞后状态的变化。

(2)教学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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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展示以下视频片段或动画：台球正碰、斜碰各一个;火车挂钩过程;粒子加速器中高

速运动的粒子撞击靶核过程。

师：刚才大家看到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碰撞，碰撞是自然界中常见的现象，本节研究的主

要现象就是碰撞。

师：下面我们动手做一个碰撞实验.观察碰撞前后哪些物理量发生了变化。

演示实验：几个单摆小钢球一样大，摆长一样长，竖直悬挂时两球恰好相切，将单摆 A

拉开某一个角度后释放，在最低点与 B相碰，以下实验中开始将 A拉开的角度均一样大。

师：实验中 A、B 的什么物理量在碰撞前后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又与什么物理量相关?

生讨论后得出：A、B的速度大小或方向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质量有关。

师：刚才的碰撞过程中，会不会有什么物理量不发生变化呢?

师：在前面的实验中我们发现，物体碰撞前后速度的变化随质量的不同而不同，那么会

不会物体的质量和它的速度组成的一个新的物理量在碰撞中保持不变呢?那么我们先猜一猜

这个新的物理量与物体的质量和速度有什么关系?

引导学生继续猜想碰撞过程中的不变量可能有哪些。

13.【参考答案】

(1)导入新课

①提出课题——机械能守恒定律。(板书)

②力做功的过程也是能量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物体的动能和势能总和

称为机械能，例举通过重力或弹力做功，动能与势能相互转化。(展示图片和视频)

瀑布(自由落体)：重力势能→动能

荡秋千：动能→重力势能→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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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山车：动能→重力势能→动能

撑杆跳高：动能→弹性势能、重力势能→动能

分析上述各个过程中能量转换及重力、弹力做功的情况(学生描述)。

实验：钢球用细绳悬起，请一同学靠近.将钢球偏至同学鼻子处释放，摆回时，观察该

同学反应，并让学生分析会不会碰到鼻子。

(2)学情分析

通过前几节内容的学习，学生知道了重力做功会引起重力势能的变化，弹簧的弹力做功

将使弹性势能发生变化，合外力的功将引起物体动能的变化。使学生看到曾在初中阶段学过

的一些定性的东西逐渐找到了定量方面的联系，对功能关系的认识加深了，也萌发了继续探

究的兴趣。那么，在动能、重力势能和弹性势能都参与转化的过程中，情况又将如何呢?这

是学生急待解决的问题，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建立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了。从知识发

展的线索来看，本节内容，既是对前面几节内容的总结，也是对能量守恒定律的铺垫。通过

本节内容的学习，学生对功是能量变化的量度会有更加深刻地理解。也为从不同角度处理力

学问题提供了良好的途径。本节内容是本章的重点内容。通过学习，学生不难掌握机械能守

恒的表达式和运用机械能守恒定律求解比较简单的问题，但对具体问题中机械能守恒条件是

否满足的判断还有一定困难，因此，对机械能守恒定律条件的理解是本节内容的难点。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知道什么是机械能，理解物体的动能和势能可以相互转化：

2.理解机械能守恒定律的内容和适用条件：

3.会判定具体问题中机械能是否守恒，能运用机械能守恒定律分析实际问题。

(二)过程与方法

1.学习从物理现象分析、推导机械能守恒定律友适用条件的研究方法;

2.初步掌握运用能量转化和守恒来解释物理现象及分析问题的方法。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规

体会科学探究中的守恒思想，养成探究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领悟机械能守恒规律解决

问题的优点，形成科学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