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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_E4_B9_A0_E5_A4_A7_c65_104785.htm 一、基本概念、基

本规律、基本方法、主干知识的考查仍将是重点。 从不同模

式的试卷中可以看出，有单独考查主干知识题目，主要在原

来C级要求上出题，同时由于试题量的减少，一些题目不再

考查单一的知识点，而是更注重学科内的综合，同一个题目

可以使不同的物理规律、方法交织在一起，综合性很强，特

别是在考查能力的问题上这一点尤为突出。 用能量观点处理

问题是物理学家处理新问题的首选方法，所以说不只是在高

考中，同时在整个物理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高考中

占有很大的比例就不怪了，今后仍将是高考的热点。可以是

力学部分的综合，也可以是力电、力热的综合题等。 矢量的

叠加与分解一直是高考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经常出一些

对能力要求很高的题目，如力的合成与分解，位移、速度的

合成与分解、场强的叠加等，其中场强的叠加往往会出独具

匠心的题目，如：全国Ⅱ卷中第21题，2003全国卷第16题

、2004春季第19题、2004天津卷第17题、2004北京卷第21题，

其中北京卷第1题，难度很大，对能力要求高，对高分段区分

度也较高，独具匠心。曲线运动问题同时考查了矢量的叠加

与分解，成为高考出题的重中之重是很正常的， 用数学知识

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一直是高考的重点，这一点不会改变，

仍将是2006年年高考的重点，考查图像、以及数形结合处理

物理问题仍将是热点。 实验题重点还是考查实验的迁移能力

，电学实验仍将是考查的热点。新增的实验将逐渐地和过去



经典的实验占同样重要的地位，演示实验重在考查实验的原

理、方法。 由于物理学与生活、生产和现代科技紧密相连，

这些特点决定了联系实际问题仍将是考查能力的热点问题。 

新增的知识点在学生进入高校后多数会继续学到，所以也将

逐渐成为高考的热点。如热力学第二定律，近几年不论是全

国卷还是单独命题的试卷同分别以选择、填空、作图等形式

进行了考查。 二、2006年高考复习建议 1．抓好物理基本概

念、基本规律的复习，能力训练的重点是加强基本方法的训

练．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方法的考查在高考中占的比

例很大，而且是解决综合题的基础。尤其基本方法考查在高

考中占的比例很大，如：2005年全国卷的第20、22、25题，就

是考查曲线运动中的运动合成与分解、牛顿第二定律在圆周

运动的运用，占了20多分；北京卷的第20、23、25题也是考

查这些知识的应用，并且都是跨越了力学与电学的综合，但

根本是高一力学中学过的运动的合成与分解、圆周运动等问

题。将曲线运动化为直线运动是一种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

将牛顿第二定律应用于圆周运动的某一位置、某一瞬时也是

方法运用的体现，因此说能力训练的重点是加强基本方法的

训练。 精选习题很重要，训练知识点、方法要有的放矢、难

度要针对自己的学生。如果你的学生在高一、高二基础知识

学地较扎实，在第一轮复习时要适当的作一些综合性较强的

训练题，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第二轮复习。需要说明

的一点，做综合题训练基本方法，并不是说做大量的难题，

但也不能完全回避难题，因此老师精选习题很重要。理科综

合中物理试题比单考物理时是要容易一些，近几年随着试题

量的减少，给学生的考虑时间增加，有些题目并不简单，如



全国全国Ⅰ卷中第25题。尤其对那些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

不要回避难题，复习时可以作一些比高考题稍难一些的题目

；而对于有些基础不太好的学生，建议重点还是放在中档题

、中档偏上的题目上，不要紧盯着押轴题。 2．平时训练要

注意训练学生读题物理题的能力、审题能力、收集信息的能

力、罗列方程的的能力、计算能力，可以挖一些陷阱让学生

往里跳，不一定多么难，要让学生学会耐心、细心、专心，

总的原则，只要少丢分，就能多得分。尽量减少"低级"错误

，减少遗憾。这一点应该成为迎考复习中的重点考虑，做地

好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老师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眼中

的许多好学生头脑灵活、反应机敏、记忆力强，能攻克许多

难题，甚至竞赛题，但在大考中总是栽到"低级"错误上，这

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并不是低级错误，这样的学生在高考中

会大起大落，给人发挥失常的感觉，必须在平时的训练中强

化矫正。 3．综合训练的重点仍是学科内的综合，特别是在

备考复习的第二阶段，要能够将各板块联系起来形成知识网

络，如把力学中的平衡、直线运动、牛顿运动定律、动量、

能量联系起来，甚至是应用到电学中去和电场、磁场、电磁

感应、原子核物理联系起来。多年的高考已经积淀了许多得

这方面的经典题，不能一味求新求活，许多经典试题具有较

好的训练功能，复习过程中还要用好这些试题。特别说明一

点，用能量观点解题时高考的重头戏，要多花时间、下大力

气，每套高考卷中不只是考一道题，而是多次在现，含有弹

簧的问题是学生获取高分的拦路虎，应搞专题训练。 4．注

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最新科技进展、社会热点、关注身边

的物理问题。这些热点问题往往会成为考查以能力立意的新



颖试题。 5．加强实验复习。注意基本仪器的使用、方法原

理的迁移，学会控制实验条件保证实验顺利进行，减小实验

中的误差。解答实验习题是所有学生的弱项，也是老师三年

教学容易忽视的地方，即使搞题海战术，也不是做实验题。

可以说实验教学也是老师的弱项，两弱加在一起，得分必然

不高，看着不难，做完后得不了多少分，甚至不得分。复习

与应试策略，把所有实验都过一遍，不贪快，多花时间， "

悟"其中的道理，将每个实验搓碎了再揉在一起，可以编成许

多实验习题，所以说有时试卷中考查的不一定是哪一个实验

了。另外还要拓展，参考近几年的高考实验题，反复训练，

直到能像做其他题目一样，自己能悟出了，处理这类问题的

能力也就有了。读数的题目，志在必得，*的是平时要练熟，

考前要再现。还要注意新增实验，认为新增的实验不一定考

，这种侥幸心理要不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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