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物理 2022 课标 VS2011 课标新变化及“增删内容”对照 

2022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发布了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新课

标研学成为当下初中物理学科教研的当务之急。课程标准的主体是内

容标准，在这里我们对两版课标中的内容标准做了逐一的罗列比较，

希望能为广大同仁的课标研学提供方便。 

一级主题二级主题变化 

2022 年版 

2011 年版 

物质 

1.1物质的形态和变化 

1.2物质的属性 

1.3物质的结构和物质世界的尺度 

运动和相互作用 

2.1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 

2.2机械运动和力 

2.3声和光 

2.4电和磁 

能量 

3.1能量、能量的转化和转移 

3.2机械能 

3.3内能 

3.4电磁能 

3.5能量守恒 

3.6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实验探究（新增） 

4.1测量类学生必做实验 

4.2探究类学生必做实验 

跨学科实践（新增） 

5.1物理学与日常生活 



5.2物理学与工程实践 

5.3物理学与社会发展 

1.物质 

1.1物质的形态和变化 

1.2物质的属性 

1.3物质的结构与物体的尺度 

1.4 新材料及其应用（该模块下删除，调至 2022 年版课标跨学科

实践主题内） 

2.运动和相互作用 

2.1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 

2.2机械运动和力 

2.3声和光 

2.4电和磁 

3.能量 

3.1能量、能量的转化和转移 

3.2机械能 

3.3内能 

3.4电磁能 

3.5能量守恒 

3.6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一）物质 

2022 年版 

2011 年版 

（一）物质 

一级主题“物质”包含“物质的形态和变化”“物质的属

性”“物质的结构和物质世界的尺度” 三个二级主题。“物质”主题

的课程内容与日常生活、自然现象及科技发展前沿密切相关。这部分

内容的设计旨在引导学生从物理学的视角认识物质世界，了解身边物

质的形态和变化，了解物质的属性、结构与物质世界的尺度，初步形

成物质观念；引导学生学习科学研究方法，提升科学探究能力，体会



科学、技术、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关

心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感。（表述变化） 

1．物质 

本主题所涉及的科学内容，与日常生活和自然现象密切相关，与

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有重要联系。学习这些内容能让学生在小学科学

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物质世…… 

【内容要求】 

1.1物质的形态和变化 

1.1 物质的形态和变化 

内容要求 

1.1.1 能描述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物态的基本特征，并列举自然

界和日常生活中不同物态的物质及其应用。 

1.1.1 描述固、液和气三种物态的基本特征。列举自然界和生活中

不同状态的物质及其应用。 

1.1.2 了解液体温度计的工作原理。会用常见温度计测量温度。能

说出生活环境中常见的温度值，尝试对环境温度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例 1 尝试对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等发表自己的见解。 

1.1.2 说出生活环境中常见的温度值。了解液体温度计的工作原理，

会用常见温度计测量温度。尝试对环境温度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例 1 观察生活中常见的温度计，了解它们的使用方法和测温范围。

（删除） 

例 2 尝试对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等发表自己的见解。 

1.1.3 经历物态变化的实验探究过程，知道物质的熔点、凝固点和

沸点，了解物态变化过程中的吸热和放热现象。能运用物态变化的知

识说明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例 2 能运用物态变化知识，说明冰熔化、水沸腾等现象。 

例 3 了解我国古代的铸造技术，并尝试运用物态变化的知识进行

解释。（新增） 

1.1.3经历物态变化的实验探究过程，知道物质的熔点、凝固点和

沸点，了解物态变化过程中的吸热和放热现象。用物态变化的知识说



明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例 3 运用物态变化的知识，说明冰熔化、水沸腾等现象。 

1.1.4 能运用物态变化知识，说明自然界中的水循环现象。了解我

国和当地的水资源状况，有节约用水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1.1.4 用水的物态变化说明自然界中的一些水循环现象。了解我国

和当地的水资源状况，有关心环境和节约用水的意识。 

活动建议： 

（1）调查学校或家庭的用水状况，设计一个用于学校或家庭的节

水方案。 

（2）调查当地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状况，并对当地水资源的利用

和保护提出自己的见解。 

（3）调查当地农田或城市绿化灌溉的主要方式，了解节水灌溉技

术。 

活动建议 

（1）调查学校和家庭的用水状况，设计一个学校或家庭的节水方

案。 

（2）调查当地水资源的利用状况，并对当地水资源的利用提出自

己的见解。 

（3）调查当地农田灌溉的主要方式，了解节水灌溉技术。 

1.2 物质的属性 

1.2 物质的属性 

1.2.1 通过实验，了解物质的一些物理属性，如弹性、磁性、导电

性和导热性等，能用语言、文字或图表描述物质的物理属性。 

例 1 通过实验，了解橡胶的弹性。列举弹性在生活中的应用实例。 

例 2 通过实验，了解物质的磁性和磁化现象。调查磁性材料在生

活中的应用。 

例 3 通过实验，了解物质的导电性，比较导体、半导体、绝缘体

导电性能的差异。 

例 4 通过实验，了解金属与木材导热性能的差异。（新增） 

1.2.1 通过实验，了解物质的一些物理属性，如弹性、磁性、导电



性和导热性等，用语言、文字或图表描述物质的这些物理属性。 

例 1 通过实验，了解金属或塑料的弹性。列举弹性在生活中应用

的实例。 

例 2 通过实验，了解物质的磁性和磁化现象。调查磁性材料在生

活中的用途。 

例 3 通过实验，了解物质的导电性，比较导体，半导体、绝缘体

导电性能的不同。 

1.2.2知道质量的含义。会测量固体和液体的质量。 

例 5 列举质量为几克、几十克、几百克和几千克的一些物品，能

估测常见物体的质量。 

1.2.2 知道质量的含义。会测量固体和液体的质量。 

例 4 分别说出质量为几克，几十克，几百克，几千克的一些物品，

能估测常见物体的质量。 

1.2.3 通过实验，理解密度。会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能解释生

活中与密度有关的一些物理现象。 

1.2.3 通过实验，理解密度，会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解释生活

中一些与密度有关的物理现象。 

1.2.4 了解关于物质属性的研究对生产生活和科技进步的影响。 

1.2.4 了解人类关于物质属性的研究对日常生活和科技进步的影响。 

例 5 收集有关物质属性研究的信息。（删除） 

活动建议： 

（1）设计实验方案，比较砂锅、铁锅的导热性能。（新增） 

（2）观察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用品，了解它们分别应用了物质的哪

些物理属性。 

（3）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古代青铜器、铁器的制造技术及其对社

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新增） 

活动建议 

（l）测量一些固体和液体的密度。如让学生自己设计一种方案，

测量酱油、食用油、醋、盐、塑料制品、肥皂、牛奶等物品的密度。

（删除） 



（2）调查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用品，了解它们应用了物质的哪些物

理属性。 

1.3 物质的结构和物质世界的尺度 

1.3 物质的结构与物体的尺度 

1.3.1 知道常见的物质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 

l.3.1 知道常见的物质是由分子、原子构成的。 

1.3.2 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了解原子的核式结构模

型。了解人类探索微观世界的大致历程，关注人类探索微观世界的新

进展。 

例 1 用图形、文字或语言描述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 

1.3.2 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了解原子的核式模型。

了解人类探索微观世界的历程，关注人类探索微观世界的新进展。 

例 1 用图形、文字或语言描述原子的核式模型。 

1.3.3 了解人类探索太阳系及宇宙的历程，知道人类对宇宙的探索

将不断深入，关注人类探索宇宙的一些重大活动。 

例 2 了解我国在载人航天及其他航天科技方面的新成就，体会我

国航天人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和勇于登攀、敢于超越的进

取精神。 

l.3.3 了解人类探索太阳系及宇宙的历程，知道对宇宙的探索将不

断深入，关注探索宇宙的一些重大活动。 

例 2 了解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或探月工程的新成就。 

例 3 阅读人类在探索宇宙历程中的有关事例。（删除） 

1.3.4 了解物质世界的大致尺度。 

例 3 设计表格，按空间尺度大小的顺序排列一些从宏观到微观有

代表性的物体（如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人、原子、原子核、夸克

等）。 

例 4 了解一些典型天体、粒子寿命的时间尺度。（新增） 

l.3.4 了解物质世界从微观到宏观的大致尺度。 

例 4 根据物体尺度的大小设计图表，按电子一原子核一原子一分

子一生物体一地球－太阳系一银河系的顺序排列并标出大致尺度。 



活动建议： 

（1）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

研制到成功发射的历程，体会这一历史性突破对我国航天技术发展的

重要意义。（新增） 

（2）查阅资料，了解“中国天眼”在人类探索宇宙中的作用及我

国科学家在建造“中国天眼”过程中的卓越贡献。（新增） 

（3）查阅资料，了解“天问一号”在探索火星方面的进展及我国

航天事业对人类探索宇宙的贡献。（新增） 

活动建议 

（1）观看介绍物质微观世界的科普录像资料。（删除） 

（2）观看有关人类探索宇宙的科普音像资料。（删除） 

（3）查阅、收集有关人类探索宇宙的资料。（删除） 

 

1.4 新材料及其应用（该模块下删除，调至 2022 年版课标跨学科

实践主题内） 

内容要求 

l.4.1 通过收集信息，了解一些新材料的特点及其应用。了解新材

料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例 l 了解半导体的一些特点，了解半导体的应用对人类生活和社会

发展的影响。 

例 2 了解超导体的一些特点，了解超导体的应用对人类生活和社

会发展的影响。 

例 3 了解纳米材料的一些特点，了解纳米材料的应用对人类生活

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1.4.2 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能在个人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所作为。 

活动建议： 

（l）从图书馆、互联网上收集有关新材料研究和开发的信息，写

一篇小论文。 

（2）参观生产某种材料（如建材）的工厂，调查生产这些材料可



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提出治理的设想。 

（二）运动和相互作用 

2022 年版 

2011 年版 

（二）运动和相互作用 

2.运动和相互作用 

一级主题“运动和相互作用”包含“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机

械运动和力”“声和光”“电和磁”四个二级主题。“运动和相互作

用”主题的课程内容包含较多的物理概念和规律，与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这部分内容的设计旨在引导学生从物理学视角认识运动和相互作

用，了解身边的运动形式及相互作用，了解声、光、电、磁的含义，

初步形成运动和相互作用观念；发展发生的推理论证能力及交流合作

能力，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古代和现代的相关科技成就，体会中华民族

的智慧，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表述变化） 

物质处于永恒的运动和相互作用中，物质运动和相互作用的规律

是物理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学习物理学的基础…… 

【内容要求】 

2.1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 

2.1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 

内容要求 

2.1.1 知道机械运动，举例说明机械运动的相对性。 

2.1.1 知道机械运动，举例说明机械运动的相对性。 

2.1.2 知道自然界和生活中简单的热现象。了解分子热运动的主要

特点，知道分子动理论的基本观点。 

例 观察扩散现象，能用分子动理论的观点加以说明。 

2.1.2 通过自然界和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热现象，了解分子热运动的

一些特点。知道分子动理论的基本观点。 

例 观察扩散现象，能用分子动理论的观点加以说明。 

2.1.3 举例说明自然界存在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知道物质在不停



地运动。 

2.1.3 举例说明自然界存在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知道世界处于不

停的运动中。 

活动建议： 

（1）观察生活中的机械运动现象，说明机械运动的相对性。 

（2）利用常见物品设计实验方案，说明组成物质的微粒在不停地

运动。 

（3）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交会对接为

例，讨论机械运动的相对性。（新增） 

活动建议 

（1）观察生活中的机械运动现象，说明这些现象表现出的机械运

动的相对性。 

（2）利用常用物品设计实验，说明组成物质的微粒在不停地运动。 

2.2机械运动和力 

2.2机械运动和力 

2.2.1 会选用适当的工具测量长度和时间，会根据生活经验估测长

度和时间。 

例 1 会利用自身的尺度（如步长）估测教室的长度。 

例 2 了解我国古代测量长度和时间的工具，体会古人解决问题的

智慧。（新增） 

2.2.1 会根据生活经验估测长度和时间。会选用适当的工具测量长

度和时间。 

例 1 利用步长估测教室的长度。 

2.2.2 能用速度描述物体运动的快慢，并能进行简单计算。会测量

物体运动的速度。 

2.2.2 用速度描述物体运动的快慢。通过实验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

用速度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2.2.3 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弹力和摩擦力，认识力的

作用效果。探究并了解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新增） 

例 3 通过实验，认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新增） 



4 通过实验，认识力可以改变物体运动的方向和快慢，也可以

改变物体的形状。 

2.2.3 通过常见事例或实验，了解重力、弹力和摩擦力，认识力的

作用效果。 

例 2 通过实验，认识力可以改变物体运动的方向和快慢。 

例 3 通过实验，认识力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 

2.2.4 能用示意图描述力。会测量力的大小。了解同一直线上的二

力合成。知道二力平衡条件。 

例 5 分析静止在水平桌面上杯子的受力情况。（新增） 

2.2.4 用示意图描述力。会测量力的大小。知道二力平衡条件。 

2.2.5 通过实验和科学推理，认识牛顿第一定律。能运用物体的惯

性解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例 6 了解伽利略在探究与物体惯性有关问题时采用的思想实验，

体会科学推理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新增） 

例 7 能运用惯性，解释当汽车急刹车、转弯时，车内可能发生的

现象，讨论系安全带等保护措施的必要性。 

2.2.5 通过实验，认识牛顿第一定律。用物体的惯性解释自然界和

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例 4 运用惯性，解释当汽车急刹车、转弯时，车内可能发生的现

象。 

2.2.6 知道简单机械。探究并了解杠杆的平衡条件。 

2.2.6 知道简单机械。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杠杆的平衡条件。 

2.2.7 通过实验，理解压强。知道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法，并了解

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例 8 估测自己站立时对地面的压强。 

2.2.7 通过实验，理解压强。知道日常生活中增大和减小压强的方

法。 

例 5 估测自己站立时对地面的压强。 

2.2.8 探究并了解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知道大气压强及其与

人类生活的关系。了解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



 

例 9 了解铁路站台上设置安全线的必要性。（新增） 

2.2.8 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知道大气

压强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了解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系及其在生

活中的应用。 

例 6 了解飞机的升力是怎样产生的。（删除） 

2.2.9 通过实验，认识浮力。探究并了解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知道阿基米德原理，能运用物体的浮沉条件说明生产生活中的有关现

象。 

例 10 了解潜水艇的浮沉原理。 

2.2.9 通过实验，认识浮力。探究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知道

阿基米德原理，运用物体的浮沉条件说明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例 7 了解潜水艇浮沉的原理。 

活动建议： 

（1）查阅资料，了解我国高速列车的运行速度，以及铁路交通的

发展进程。 

（2）查阅资料，了解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飞行的速度大小。 

（3）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潜信息，

讨论影响其所受液体压强和浮力大小的因素。 

（4）查阅资料，了解我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中船闸是怎样利

用连通器特点让轮船通行的。（新增） 

活动建议 

（1）利用脉搏和步长，估测走路的平均速度。 

（2）学读汽车、摩托车上的速度表。 

（3）会看《旅客列车时刻表》。 

（4）用弹簧或橡皮筋制作简易测力计。 

（5）用饮料软管制作喷雾器。 

（删除） 

2.3声和光 

2.3声和光 



通过实验，认识声的产生和传播条件。 

例 1 在鼓面上放碎纸屑，敲击鼓面，观察纸屑的运动；敲击音叉，

观察与其接触的物体的运动，了解实验中将微小变化放大的方法。 

例 2 将发声器放入玻璃罩中，逐渐抽出罩内空气，会听到发声器

发出的声音逐渐变小，分析导致该现象的原因。 

2.3.1 通过实验，认识声的产生和传播条件。 

例 1 在鼓面上放一些碎纸屑，敲击鼓面，观察纸屑的运动。敲击

音叉，观察与其接触的乒乓球的运动。 

例 2 将闹钟放到玻璃罩中，抽去空气后，声音变小。 

2.3.2 了解声音的特性。了解现代技术中声学知识的一些应用。知

道噪声的危害及控制方法。 

例 3 了解超声波在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应用，如超声雷

达、金属探伤、医学检查等。 

例 4 举例说明如何减弱生活环境中的噪声，具有保护自己、关心

他人的意识。 

2.3.2 了解乐音的特性。了解现代技术中声学知识的一些应用。知

道噪声的危害和控制的方法。 

例 3 列举超声的应用实例。 

例 4 举例说明如何减弱生活环境中的噪声。 

2.3.3 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通过实验，了解光的折射现象及

其特点。 

例 5 探究并了解光束在平面镜上反射时，反射角与入射角的关系。 

例 6 通过光束从空气射入水（或玻璃）中的实验，了解光的折射

现象及其特点。 

2.3.3 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探究并了解光的折射

现象及其特点。 

例 5 探究光束在平面镜上反射时，反射角与入射角的关系。 

例 6 通过光束从空气射入水中的实验，认识光的折射现象及其特

点。 

2.3.4 探究并了解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知道平面镜成像的



 

2.3.4 通过实验，探究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知道平面镜成

像的特点及应用。 

2.3.5 了解凸透镜对光的会聚作用和凹透镜对光的发散作用。探究

并了解凸透镜成像的规律。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应用。 

例 7 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在放大镜、照相机中的应用。 

例 8 了解人眼成像的原理，了解近视眼和远视眼的成因与矫正方

法。具有保护视力的意识。（新增） 

2.3.5 认识凸透镜的会聚作用和凹透镜的发散作用。探究并知道凸

透镜成像的规律。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应用。 

例 7 了解凸透镜成像规律在放大镜、照相机、投影仪中的应用。 

例 8 了解人眼成像的原理，了解近视眼和远视眼的成因与矫正方

法。 

2.3.6 通过实验，了解白光的组成和不同色光混合的现象。 

例 9 观察红、绿、蓝三束光在白墙上重叠部分的颜色。 

2.3.6 通过实验，了解白光的组成和不同色光混合的现象。 

例 9 观察两只手电筒分别射出的红光与蓝光在白墙上重叠部分的

颜色 

 

2.3.7 知道波长、频率和波速（调至 2.4.6） 

活动建议： 

（1）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古代建筑应用声学知识的案例（新增） 

（2）调查社区或工地噪声污染的情况和已采取的控制措施，提出

进一步控制噪声的建议。 

（3）用凸透镜制作简易望远镜，用其观察远处的景物。 

（4）调查社区或城市光污染的情况，提出改进建议。（新增） 

活动建议 

（1）调查社区或学校中噪声污染的情况和已采取的控制措施，提

出进一步控制噪声的建议。 

（2）阅读说明书，学习使用投影仪或照相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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