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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高考以考查能力为主，但总有少量试题是知识性的，特

别是中学物理中有一大批属于《考试大纲》中的A类要求的

知识点，考查这类知识的题目大多属于基本知识与能力要求

层次的，对考生能力的要求不高，只要复习到了，对它有一

定的了解，就能正确地解答。而如果遗漏了该知识点，就无

法正确解答相关题目，尤其是在“理综”试卷中物理总题量

已经减少到只有12个题的今天，这种失误更应避免。因此，

最后阶段应做好基本知识上的“查漏补缺”工作。这就要求

考生再认真阅读教材，根据05年《考试大纲》要求，在课本

中落实考点，挖掘课本中的内涵，重温公式、定理的推导，

特别注意教材中的小实验和阅读材料及选学内容，高考中的

创新型实验题目和一些信息题往往都源于它们。切忌脱离课

本，过分依靠所谓的“宝典”和“兵法”等复习资料。 将知

识进行专题整理 通过阅读教材，将一节节、一章章零散的知

识按专题串起来，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知识脉络。如：关于

物体的运动我们学习了哪些种？从简单到复杂进行归纳整理

，这些运动都遵循哪些规律，使知识形成体系。从而达到把

书由厚看到薄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还应清楚各个定理、定律

的适用条件、应用范围以及公式中各个物理量的意义，以保

证能够正确、灵活的应用。 拓展课本实验 “理综”试卷的物

理实验题目设计一般都取材于课本中的学生实验，往往又比

课本中的实验有所加深、提升和变化。一改以往实验考察只



注意一两个方面的做法，加强实验全过程的考查，因此，同

学在复习时要注意实验操作的创新能力培养，改变纸上谈兵

、卷上作实验的办法，坚持动手，取得体验，主动探索。 加

强物理过程的分析能力 分清物理过程、形成清晰的物理图景

是解决物理问题的关键。在复习的最后阶段，应对一些特殊

的物理过程给予关注。如：碰撞过程、弹簧的压缩过程、绳

与杆和弹簧的区别、电场中与磁场中粒子偏转的区别、速度

选择器的原理等。要注意理顺这些特殊物理过程、原理，并

将有某个共性的不同问题串在一起，加深理解，提高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瞄准“中档题” 在这最后阶段，应适当放

弃偏、难和情景过于复杂的题目。由近几年高考试题可见，

没有偏、难、怪和情景特别复杂的题目出现，即使与实际相

联系的题目叙述也相当清晰明了，很容易提炼出物理模型。

因此对不适应理综模式下高考要求的题目应大胆放弃，把主

要精力放在能够真正体现物理思想的情景题目中。 考生的目

标应是瞄准中档题，真正吃透题中描写的物理情境，扎扎实

实稳步前进。基础知识掌握得好的同学可以分一些精力研究

历届高考卷中难度较高的所谓压轴题，以求得更好的成绩。 

要学会回顾总结 在总复习的最后阶段，这时考生已经做过一

定数量的题目，如果再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搞题海战反而得不

偿失。多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有效的方法是让学生学会反思

。首先是对每次的模拟考试反思，找出不足总结经验。再就

是对某一知识点、某一节、某一章去联想，反思自己做过什

么样的题，有什么好的方法、技巧，对典型题应注意什么，

答题时自己错在哪里？原因何在？现在站在更高的角度看有

何新的体会、方法。在反思中，总结规律，体会新老问题的



相似之处及区别，看到问题的本质，使新老问题能够融会贯

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