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章程 

（试行稿） 

 

第一章  总则 

1．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是一项群众性的课外学科活动，该项活动由浙江省物理

学会主办。联赛的目的是激发高中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和主动性，促使他们改进学习方

法，增强学习能力，帮助学校开展多样化的物理课外活动和物理选修课程的开设，活跃

中学生学术气氛，发现有突出物理素养的青少年，促使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在浙江省更

加健康、广泛地开展。 

2．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坚决贯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精神，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努力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联

赛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参照浙江省高中物理考试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和扩展。 

3．开展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是面向对物理学习有兴趣并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

联赛坚持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联赛辅导及比赛在课余时间进行，联赛过程不能影响学

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4．学生参加联赛主要依靠学生平时的课内、外学习和个人努力，不赞成教师为准

备参加联赛而进行临时突击辅导。 

第二章   组织领导 

5．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由浙江省物理学会主办。浙江省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制

定《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章程》。并设立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

称“省组委会”）具体负责联赛的有关工作。省组委会设主任 1 人，常务副主任 1 人，

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由常务理事会聘任。 

省组委会任期四年，每届应该有八分之一或以上成员更新。产生办法如下： 

（1）浙江省物理学会 3人。 

（2）浙江省教育学会中学物理分会 1～2人。 

（2）各市物理学会（或中学物理研究会）各 1人。 

6．省组委会在浙江省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领导下工作。省组委会的日常工作由常

务副主任负责。 

7．省组委会下设联赛命题组，命题组成员由省组委会聘请相关专家担任。 



 

8．各市省组委会委员受省组委会的委托在任期内负责本市联赛组织工作，各委员

的工作受省联赛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章  联赛程序 

 9．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每年组织一次，联赛日期定于每年“五·一”节国定假

期的最后一天，，考试时间为上午 9：00-11：30。 

10．浙江省全日制高中学校在读的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参加。 

11．联赛的试卷及参考答案由省组委会统一命制和印刷。考试时长为 150 分钟。试

卷满分为 200 分，其中力学、电学占 150 分，热学、光学和近代物理学占 50 分。 

12．联赛的报名、组织和施考以及答卷初评工作由各设区市的省组委会委员负责。

各市在初评的基础上，递交联赛成绩在前 10%学生的答卷送省组委会复评。 

第四章  奖励办法 

13．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只设个人奖。获奖比例控制在各市参赛人数 10%以内，

分别设一、二、三等奖，其比例为 1：2：2。 

14．一、二、三等奖的获得者由浙江省物理学会统一发文公布并颁发证书。 

15．省组委会根据复评成绩以及各设区市的学生水平，综合考虑确定全省 150 名学

生具有当年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理论复赛的资格。并在该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

竞赛预赛取得有效成绩之后，复赛资格给予正式确认。 

第五章  经费 

16．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参照我省其他学科竞赛的收费标准收取报名费。经费开

支做到合理、适度。各设区市的省组委会委员的工作劳务费用不在本市的收费中开支，

由省组委会统一发放。 

17．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收取的费用全部用于该联赛的各项开支。每年的经费使

用情况必须向省组委会全体会议报告。 

第六章  其它 

18．关于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的守则和纪律、监管和惩罚，均参照全国中学生物

理竞赛的相关规定执行。 

19．本章程解释权属浙江省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 

 

                                     二Ο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附录：浙江省高中生物理联赛内容提要 

主题 具体内容 备注 

运动学 

参照系、质点运动的位移和路程  

速度、加速度、相对速度  

矢量与标量、矢量的合成和分解  

匀速及匀变速直线运动规律及其图像  

运动的合成、抛体运动、圆周运动  

刚体的平动和绕定轴的转动  

牛顿运动定律

及其应用 

重力、弹力和摩擦力  

牛顿第一、二、三运动定律  

胡克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均匀球壳对壳内和壳外质

点的引力公式（不要求推导） 
 

开普勒定律，行星和人造卫星运动规律  

物体的平衡 

共点力作用下物体的平衡  

力矩、刚体的平衡条件  

重心、物体平衡的种类  

动量 

冲量、动量  

质点与质点组的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  

反冲运动及火箭  

机械能 

功和功率  

动能和动能定理  

重力势能、引力势能、弹簧的弹性势能  

质点及均匀球壳壳内和壳外的引力势能公式（不要求

导出） 
 

功能原理、机械能守恒定律  

碰撞中的动量和能量，恢复系数  

流体静力学 
静止流体中的压强  

浮力  

静电场 

库仑定律、电荷守恒定律  

电场强度、电场线、点电荷的场强，场强叠加原理  

均匀带电球壳壳内的场强和壳外的场强公式（不要求

导出），匀强电场 
 

电场中的导体，静电屏蔽  

电势和电势差、等势面  

点电荷电场的电势公式  

电势叠加原理  

均匀带电球壳壳内和壳外的电势公式（不要求导出）  

电容、电容器的连接、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公式（不

要求导出） 
 

电容器充电后的电能  

电介质的极化，介电常量  

稳恒电流 
欧姆定律，电阻定律、电阻率和温度的关系  

电功和电功率  



 

电阻的串、并联  

电动势、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一段含源电路的欧姆定律  

电流表、电压表和欧姆表  

惠斯通电桥，补偿电路  

磁场 

电流的磁场，磁感应强度，磁感线  

匀强磁场，长直导线中的电流磁场  

安培力、洛仑兹力  

电子荷质比测定，质谱仪、回旋加速器  

电磁感应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楞次定律  

自感  

互感和变压器  

分子动理论 

原子和分子大小的数量级  

分子的热运动和碰撞  布朗运动  

温度的微观意义  

分子热运动的动能  

分子力  分子间的势能  

物体的内能  

气体的性质 

温标   热力学温标  

气体实验定律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道尔顿分压定律  

混合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热力学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    

理想气体的内能  

热力学第一定律在理想气体等容、等压、等温、绝热

过程中的应用 
 

热力学第二定律  

几何光学 

费马原理  

光的传播  反射  折射  全反射  

光的色散  折射率与光速的关系  

平面镜成像  球面镜成像公式及作图法  

薄透镜成像公式及作图法  

眼睛  放大镜  显微镜  望远镜  

波动光学 

光程  

惠更斯原理（定性）  

光的干涉现象  双缝干涉  

光的衍射现象  

光谱和光谱分析（定性）  

近代物理 

光电效应  光的波粒二象性  光子的能量和动量  

卢瑟福实验  原子的核式结构  玻尔模型  用玻尔

模型解释氢光谱 
 

原子核的尺度数量级  天然放射现象  原子的衰变   



 

半衰期  放射线的探测  质子的发现  中子的发现  

原子核的组成  核反应方程  质能关系式   裂变和

聚变  质量亏损 

 “基本粒子”  轻子与夸克（简单知识）   

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实物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 
 

爱因斯坦假设  洛仑兹变换  时间和长度的相对论

效应  相对论动量  相对论能量  相对论动能    

相对论动量和能量关系 

 

数学基础 

中学阶段的全部初等数学（包括解析几何） 

矢量的合成和分解，矢量的运算，极限，无限大和无

限小的初步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