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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招生

考试一类职业技能考试说明

一、考试范围和考试形式

考试范围以教育部普通高中教学标准以及课程标准为依据，

以统编高中教材为主要参考教材，包括物理、几何、政治、历史、

地理、生物、化学、信息技术、艺术、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

重点测试考生的专业基础和职业适应性测试，其中专业基础为物

理；职业适应性测试包含力学基础知识、几何图形转换和综合素

质。

根据河北省高职单招考试一类培养目标，经河北省高职单招

考试一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本考试类专业基础考试科

目为物理。为便于考生备考，特制定本考试说明。

二、试卷结构

（一）试卷内容比例

专业基础考试总分 100 分；职业适应性测试考试总分 350 分，

其中，包括力学基础知识 100 分、几何图形转换 100 分、综合素

质 150 分。

（二）试卷题型

判断题和选择题。

（三）试题难易比例

较容易题约占 70%，中等难度题约占 20%，较难题约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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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基础（物理）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专业基础试卷结构

1.试卷内容比例

经典力学部分约占 55%；电磁学部分约占 35%；光与原子约占

5%、分子与热学约占 5%。

2.试卷题型和比例

判断题约占 40%；选择题约占 60%。

（二）专业基础考试内容

1.经典力学

（1）了解近代实验科学产生的背景，认识实验对物理学发展

的推动作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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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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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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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物理实验与科学推理在物理学研究中的作用。

（5）认识重力、弹力与摩擦力。通过实验，了解胡克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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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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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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7）通过实验，探究物体运动的加速度与物体受力、物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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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知道国际单位制中的力学单位。了解单位制在物理学中

的重要意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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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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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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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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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通过实验，了解曲线运动，知道物体做曲线运动的条

件。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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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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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思想。能分析生产生活中的抛体运动。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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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

匀速圆周运动向心力大小与半径、角速度、质量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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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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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会计算人造地球卫星的环绕速度。知道第二宇宙速度

和第三宇宙速度。

（18）知道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体会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

不断深入的。

（19）初步了解相对论时空观。

（20）关注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研究进展。

（21）理解冲量和动量。通过理论推导和实验，理解动量定

理和动量守恒定律，能用其解释生产生活中的有关现象。知道动

量守恒定律的普适性。

（22）通过实验，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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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体会用守恒定律分析物理问题的方法，体会自然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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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统一。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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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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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

的大小。

（26）通过实验，认识受迫振动的特点。了解产生共振的条

件及其应用。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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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知道波的反射和折射现象。通过实验，了解波的干涉

与衍射现象。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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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了解利用水能、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的方式。初步了

解核裂变与核聚变。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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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了解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的分类，认识能源的

过度开发和利用对环境的影响。

（33）认识环境污染的危害，了解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具有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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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磁学

（1）通过实验，了解静电现象。能用原子结构模型和电荷守

恒的知识分析静电现象。

（2）知道点电荷模型。知道两个点电荷间相互作用的规律。

体会探究库仑定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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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知道静电场中的电荷具有电势能。了解电势能、电势和

电势差的含义。知道匀强电场中电势差与电场强度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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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观察常见的电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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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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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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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了解串、并联电路电阻的特点。

（10）理解闭合电路欧姆定律。会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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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能分析和解决家庭电路中的简单问题，能将安全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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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节约用电的知识应用于生活实际。

（13）能列举磁现象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了解我国古代在

磁现象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关注与磁相关的

现代技术发展。

（14）通过实验，认识磁场。了解磁感应强度,会用磁感线描

述磁场。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15）知道磁通量。通过实验，了解电磁感应现象，了解产

生感应电流的条件。知道电磁感应现象的应用及其对现代社会的

影响。

（16）通过实验，了解电磁波，知道电磁场的物质性。

（17）通过实例，了解电磁波的应用及其带来的影响。

（18）知道光是一种电磁波。知道光的能量是不连续的。初

步了解微观世界的量子化特征。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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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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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能用洛伦兹力分析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圆周运动。

了解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偏转及其应用。

（22）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理解楞次定律。

（23）通过实验，理解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24）通过实验，了解自感现象和涡流现象。能举例说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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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现象和涡流现象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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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变压器原、副线圈电压与匝数

的关系。知道远距离输电时通常采用高压输电的原因。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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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初步了解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基本思想，初步了解

场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体会物理学对统一性的追求。

（29）通过实验，了解电磁振荡。

（30）知道电磁波的发射、传播和接收。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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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知道非电学量转换成电学量的技术意义。

（33）通过实验，了解常见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会利用传感

器制作简单的自动控制装置。

（34）列举传感器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3.光与原子

（1）通过实验，理解光的折射定律。会测量材料的折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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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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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知道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知道光是横波，会用双缝干

涉实验测量光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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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了解光电效应现象。知道爱因斯坦光电效应

方程及其意义。能根据实验结论说明光的波粒二象性。

（6）知道实物粒子具有波动性，了解微观世界的量子化特征。

体会量子论的建立对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影响。

（7）了解人类探索原子及其结构的历史。知道原子的核式结

构模型。通过对氢原子光谱的分析，了解原子的能级结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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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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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认识原子核的结合能，了解核裂变反应和核聚变反应。

关注核技术应用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11）了解人类对物质结构的探索历程。

4.分子与热

（1）通过实验，估测油酸分子的大小。了解分子动理论的基

本观点及相关的实验证据。

（2）通过实验，了解扩散现象。观察并能解释布朗运动。了

解分子运动速率分布的统计规律，知道分子运动速率分布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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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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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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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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通过自然界中宏观过程的方向性，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

四、职业适应性测试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职业适应性测试试卷结构

1.试卷内容比例

力学基础知识 100 分，几何图形转换 100 分，综合素质 150

分。

2.试卷题型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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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约占 40%；选择题约占 60%。

（二）职业适应性测试考试内容

1.力学基础知识

（1）认识力的概念，理解力的三要素，在具体问题中会画出

力的图示或力的示意图；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重力的方向和大

小；理解重心的概念以及均匀物体重心的位置。

（2）了解弹性形变的概念，理解弹力及弹力产生的条件，会

分析弹力的方向；理解胡克定律，并会进行简单计算。

（3）了解滑动摩擦力产生的条件，会判断滑动摩擦力的方向，

会用滑动摩擦力的公式进行计算，了解动摩擦因数与哪些因素有

关；了解静摩擦力产生的条件，了解最大静摩擦力的概念，会判

断静摩擦力的方向。

（4）了解合力和分力的概念；会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进行

力的合成；会用作图法求合力。

（5）了解力的分解的概念，会用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进行力

的分解；了解矢量相加的法则。

（6）理解牛顿第一定律；了解惯性的概念，理解质量是惯性

大小的量度，能解释有关惯性的现象。

（7）理解牛顿第二定律；会用牛顿第二定律解决简单问题。

（8）了解国际单位制中的力学单位，会正确应用国际单位制。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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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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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理解共点力平衡条件，并能分析简单的平衡问题；认

识超重、失重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能从动力学角度理解自由落

体运动。

（11）能对被研究物体进行全面的受力分析、建立坐标系、

列出力与运动关系方程，以及进行规范地解答。

2.几何图形转换

（1）掌握图形的性质、图形的变化和图形的坐标。

（2）图形的性质：掌握点、线、面、角、相交线和平行线、

三角形、四边形、圆的性质。

（3）图形的变化：掌握图形的对称轴、旋转、平移、相似、

投影。

①图形的对称轴：

A.掌握轴对称的概念，探索它的基本性质；

B.能画出简单平面图形（点、线段、直线、三角形等）关于

给定对称轴的对称图形；

C.掌握轴对称图形的概念；探索等腰三角形、矩形、菱形、

正多边形、圆的轴对称性质。

②图形的旋转：

A.掌握关于旋转中心的旋转及其基本性质；

B.掌握中心对称核中心对称图形的概念及其基本性质；

C.掌握线段、平行四边形、正多边形、圆的中心对称性质。

③图形的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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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掌握平移及其基本性质；

B.运用图形的轴对称、旋转、平移进行图案设计。

④图形的相似：

A.掌握线段的比、成比例的线段；通过建筑、艺术上的实例

掌握黄金分割；

B.掌握图形的相似，掌握相似多边形和相似比；

C.掌握图形的位似；

D.会利用图形的相似解决实际问题；

E.掌握锐角三角函数（sin A，cos A，tan A）及 30°、45°、

60°角的三角函数值。

⑤图形的投影：

A.掌握中心投影和平行投影的概念；

B.会画直棱柱、圆柱、圆锥、球的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

能判断复杂物体的视图，并会根据视图描述几何体；

C.掌握直棱柱、圆锥的侧面展开图，能根据展开图制作模型。

（4）图形与坐标：掌握图形的位置与坐标、运动与坐标。

①图形的位置与坐标：

A.掌握平面直角坐标系的概念，能画出平面直角坐标系；在

给定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能根据坐标描出点的位置，由点的位

置写出坐标；

B.能通过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描述物体的位置；

C.对给定的图形，会选择合适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掌握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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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表达图形；

D.在平面上运用方位角和距离刻画两个物体的相对位置。

②图形的运动与坐标：

A.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以坐标轴为对称轴，能写出一个已

知顶点坐标的多边形的对称图形的顶点坐标，掌握对应顶点坐标

之间的关系；

B.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能写出一个已知顶点坐标的多边形

沿坐标轴方向平移一定距离后图形的顶点坐标，掌握对应顶点坐

标之间的关系；

C.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掌握将一个多边形依次演两个坐标

轴方向平移后所得到的图形和原来图形具有平移关系，掌握对应

顶点坐标之间的变化；

D.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掌握将一个多边形的顶点坐标分别

扩大或缩小相同倍数时所对应的图形与原图形是位似的。

3.综合素质考试内容

综合素质部分涵盖政治、历史、地理、生物、化学、信息技

术、艺术、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考试内容及要求以普通高

中课程标准为基准。具体内容详见各学科课程标准。

五、咨询电话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招生办公室，联系电话：

0319-2273053、2273675、2273676、227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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