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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物理、化学、

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实施指导意见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

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的通知》（教材〔2020〕3 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深化普通高校考试招生综合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晋政发〔2022〕15号）和《山西省教育

厅关于印发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晋教〔2022〕

6号）相关要求和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科目考试实施指

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素质

教育导向，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科学素养，推动学生发展学科

兴趣与个性特长，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

维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全面考核，促进学生全面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业质量标准；

坚持统筹兼顾，促进普通高中改进教学，服务高校选拔学生，减

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和学习压力；坚持科学合理，考试内容、考

试时间和成绩呈现方式设置合理，考试结果准确反映学生实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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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坚持公平公正，严格考试标准，统一考试要求，确保考试安

全有序，成绩真实可信。

三、考试性质

普通高中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为合格性考试，

是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及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

四、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考试目标

通过实验操作，考查学生实验动手能力达到的水平，促进学

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二）考试内容和要求

实验操作主要考查实验仪器的识别和使用、实验的基本操作、

实验现象的观察、实验数据的记录和处理、实验报告的填写和简

单的误差分析。内容源自普通高中物理、化学、生物学课程标准

（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中必修模块对应的学生实验，具体内

容如下：

物理
序
号 实验名称 考查要求

时间

要求

1
测量做直线运动物
体的瞬时速度

1.根据实验目的正确安装实验器材;
2.按照实验方案进行规范操作;
3.正确读数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分析实验数据，得出做直线运动物体的瞬时速度;
5.分析实验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减小误差的方法。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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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究弹簧弹力与形
变量的关系

1.根据实验目的正确安装实验器材;
2.按照实验方案进行规范操作;
3.正确测量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分析实验数据，得出弹簧弹力与形变量的关系;
5.对实验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30 分钟

3
探究两个互成角度
的力的合成规律

1.根据实验目的正确安装实验器材;
2.按照实验方案进行规范操作;
3.正确测量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根据实验数据作图，得出两个互成角度的力的合成规
律;
5.对实验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30 分钟

4

探究加速度与物体
受力、物体质量的关
系

1.根据实验目的正确安装实验器材;
2.按照实验方案进行规范操作;
3.正确测量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分析实验数据，得出加速度与物体受力、物体质量的
关系;
5.分析实验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减小误差的方法。

30 分钟

5
验证机械能守恒定
律

1.根据实验目的设计验证性实验方案;
2.正确安装实验器材并进行规范操作;
3.正确测量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分析实验数据，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5.分析实验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减小误差的方法。

30 分钟

6
探究平抛运动的特
点

1.根据实验目的正确安装实验器材;
2.按照实验方案进行规范操作;
3.正确测量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分析实验数据，得出平抛运动的特点;
5.对实验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30 分钟

7

探究向心力大小与
半径、角速度、质量
的关系

1.根据实验目的正确安装实验器材;
2.按照实验方案进行规范操作;
3.正确测量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分析实验数据，得出向心力大小与半径、角速度、质
量的关系;
5.对实验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30 分钟

8
观察电容器的充、放
电现象

1.根据实验目的设计实验方案;
2.正确安装实验器材并进行规范操作;
3.观察并记录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
4.分析实验现象，得出结论;
5.对实验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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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长度的测量及其测
量工具的选用

1.根据实验目的合理选择测量工具;
2.正确使用测量工具;
3.正确读数并如实记录测量数据;
4.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5.分析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减小误差的方法。

30 分钟

10
测量金属丝的电阻
率

1.根据实验目的正确连接电路;
2.按照实验方案进行规范操作;
3.正确读数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分析实验数据，得出金属丝的电阻率;
5.分析实验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减小误差的方法。

30 分钟

11
用多用电表测量电
学中的物理量

1.根据实验目的正确连接电路;
2.按照实验方案正确使用多用电表测量电压值、电流
值、电阻值;
3.正确读数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得到正确的测量结果;
5.分析测量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减小误差的方法。

30 分钟

12
测量电源的电动势
和内阻

1.根据实验目的正确连接电路;
2.按照实验方案进行规范操作;
3.正确读数并如实记录实验数据;
4.分析实验数据，得出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5.分析实验误差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减小误差的方法。

30 分钟

化学

序
号

实验名称 考查要求
时间
要求

1
配制一定物质的

量浓度的溶液

1.正确计算所需 NaCl 固体的质量(或 NaCl 溶液的体积) ;
2.正确使用托盘天平(或量筒)进行称量(或量取) ;
3.溶解(或稀释)操作正确;
4.检查容量瓶是否漏液操作正确;
5.转移和洗涤操作正确;
6.定容操作正确;
7.及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8.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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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铁及其化合物的

性质

1.验证铁单质的还原性的操作正确;
2.验证铁盐的氧化性的操作正确;
3.验证亚铁盐的氧化性和还原性的操作正确;
4.铁离子的检验的操作正确;
5.及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6.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3
同周期、同主族元

素性质的递变

1.验证同周期元素性质的递变性的操作正确(以第三周期金属
为例) ;
2.验证同主族元素性质的递变性的操作正确(以卤族为例) ;
3.及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4.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4
用化学沉淀法去

除粗盐中的杂质

离子

1.正确使用托盘天平称量粗盐;
2.选择恰当的除杂试剂且加入顺序正确;
3.正确检验沉淀是否完全;
4.过滤操作正确;
5.正确使用 pH 试纸;
6.蒸发操作正确;
7.及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8.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5
不同价态含硫物

质的转化

1.验证 Na2S 的还原性的操作正确;
2.验证 H2SO3的氧化性的操作正确;
3.验证浓硫酸的氧化性的操作正确;
4.验证单质硫的氧化性的操作正确;
5.及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6.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6
化学能转化成电

能

1.验证原电池装置构成要素的操作正确;
2.正确组装原电池装置;
3.及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4.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7
化学反应速率的

影响因素

1.验证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的操作正确;
2.验证温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的操作正确;
3.验证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的操作正确;
4.及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5.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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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搭建球棍模型认

识有机化合物分

子结构的特点

1.正确搭建甲烷的球棍模型;
2.正确搭建乙烷的球棍模型;
3.正确搭建乙烯的球棍模型;
4.正确搭建乙炔的球棍模型;
5.比较分析不同有机化合物分子的结构特点，正确填写实验报
告;
6.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9
乙醇、乙酸的主要

性质

1.正确观察乙醇、乙酸、乙酸乙酯的状态，闻其气味;
2.正确验证乙醇的燃烧产物;
3.乙醇催化氧化反应的操作正确;
4.选用试剂验证乙酸具有酸的通性且操作正确;
5.乙酸乙酯的制备和收集操作正确;
6.及时如实记录实验现象，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7.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生物学

序
号

实验名称 考查要求
时间
要求

1
使用高倍显微镜观

察几种细胞

1.正确说出显微镜各部分名称及功能;
2.正确使用低倍显微镜;
3.正确将低倍镜换为高倍镜进行观察；
4.正确指出真核细胞和原核细胞的部分差异；
5.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2
检测生物组织中的

糖类、脂肪、蛋白

质（三选一）

1.正确选择待测的生物组织；
2.正确使用斐林试剂和双缩脲试剂;
3.正确制作用于脂肪检测的花生子叶临时装片；
4.正确使用染色剂；
5.正确使用显微镜；
6.正确分析实验结果；
7.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8.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3
用高倍显微镜观察

叶绿体和细胞质的

流动

1.正确制作用于叶绿体观察的菠菜叶临时装片 ;
2.正确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的形态 ;
3.正确制作用于观察细胞质流动的黑藻叶片临时装片;
4.正确使用高倍显微镜观察细胞质的流动；
5.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4
探究植物细胞的吸

水和失水

1.正确制作洋葱鳞片叶外表皮的临时装片;
2.正确使用显微镜；
3.正确操作并观察到装片中细胞吸水和失水的现象；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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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确分析实验结果；
5.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6.实验习惯良好。

5
绿叶中色素的提取

和分离

1.正确选择实验材料;
2.正确理解色素提取和分离原理;
3.正确进行色素提取;
4.正确进行色素分离;
5.正确描述实验结果;
6.正确分析出色素带颜色浅的原因；
7.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8.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6
观察根尖分生区组

织细胞的有丝分裂

1.正确处理根尖材料，并制作临时装片;
2.正确使用显微镜;
3.通过观察永久装片，正确识别视野中各个时期的细胞；
4.正确填写实验报告;
5.实验习惯良好。

30 分钟

（三）考试方式

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采取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

物理实验操作试题 12个，化学实验操作试题 9个，生物学实验

操作试题 6个，各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考试范围（其中物理实验

操作试题不少于 6个，化学实验操作试题不少于 4个，生物学实

验操作试题不少于 3个），考生在各科试题中分别抽取 1个独立

操作完成，实验时间 30分钟。

五、考试对象与时间

具有普通高中学籍的在校学生和申请高中同等学力的人员

均应参加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

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在相应学科必修课程教学

完成后进行，其中，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不得早于高一年

级第二学期末进行，物理实验操作考试不得早于高二年级第一学

期末进行。考试不合格的考生允许参加一次补考，补考与下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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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应学科的操作考试一并进行。具体考试时间由各市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统一安排。

六、成绩评定

各市要根据考查要求设计评分点，监考教师现场评分，物理、

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的成绩以“合格”或“不合格”呈现，考

生正确完成评分点个数的 60%及以上为“合格”，否则为“不合

格”。

七、考试组织与管理

（一）组织领导

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本地物理、化学、

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工作，市招生考试机构负责考务组织与管理

工作，市教育装备部门配合做好命题和装备保障工作，各高中学

校负责组织实施考试。各地要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考务管理的意见》（教基二〔2016〕7号）要求，参

照国家教育考试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

作考试考务管理规章制度，完善工作程序，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

责，理顺工作关系，规范考务操作，严肃考试纪律，确保考试质

量。

（二）考试场所

市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要参照《国家教育考试标准

化考点规范（暂行）》，对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场所

提出规范性要求，并开展督查，具体考试场所的设置和要求由各

市根据本地实际自行确定。

（三）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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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严明考试纪律，严密考试程序，严惩考试舞弊，对考

试过程中发现的违反考风考纪的行为，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号）等相关规定处理。

（四）成绩发布与管理

考试成绩由市招生考试机构发布并报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备案。

八、附则

1. 本指导意见从 2022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学生

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2. 本指导意见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3. 各市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本指导意见制订具体考试实施

办法及时向社会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