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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2007年高考物理备考已经进入了复习的中间阶段，作为

考生而言，既要在老师的指导下从宏观上控制好整个复习的

进程和节奏，又要从微观上关注问题的细节，如何能做到这

一点呢？避免盲目复习首先，必须了解当前形势下有关高考

的一些基本要求和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

宏观复习计划。如果对这些材料一无所知，其复习备考必然

带有盲目性。在制定高考复习计划之前，以下几点是考生必

须认真学习了解的：第一，了解教育部考试中心对于高考命

题的相关要求，这些内容包括：高考应该满足的要求和命题

的指导思想、高考试卷的评价标准和高考试题的评价标准。

第二，了解近几年来教育部考试中心公布的全国高考的一些

统计数据。就物理学科而言，这些数据包括：全国高考物理

试题各部分知识内容（包含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

子与原子核等）考查的分值比例；试题“易、中、难”的比

例；试卷和试题的难度等。第三，了解近几年湖北高考试卷

评卷中考生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了解教育部考试中心对

近几年全国高考物理试卷评价报告的主要精神。其次，考生

还应在老师的指导下，总结近几年高考试题的共同特点，关

注高考的难点、热点问题。分析总结高考试题的特点、难点

、热点，有利于微观上实施复习计划。近几年，全国物理高

考试题具有以下共同特点：坚持对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

本技能的考查；突出学科内的综合考查；坚持考查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考查运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

题的能力；注重基本实验操作方法和原理设计思想的考查；

应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居高不下，坚持考查学生获取

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高考的难点一般出现在如下题型中

：选择题中考查基本概念的多选题；带有设计性的实验题；

含有丰富信息和复杂关系的综合计算题（如动量和能量的综

合问题、力电综合问题、电磁综合问题、要求利用函数与图

像的来阐述的物理问题等）。热点问题通常有以下几点：1、

物理主干知识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的理解：如质量、加速度、

力、动量、动能、势能、温度、内能、场强、电势、磁通量

等。2、物理主干知识中的一些基本规律的理解和应用：如伽

利略的落体定律、牛顿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动量守恒

定律、机械能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库仑定律、欧姆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

律等。3、与物理量的测量有关的设计性实验：如速度和加速

度的测量、电阻的测量、电动势的测定、折射率的测定等。4

、中学物理和大学物理中衔接最紧密的地方。紧扣大纲，把

握复习方向高考的内容不会超出《教学大纲》的范围。高中

要考查的物理知识点，已全部罗列在《考试大纲》的“知识

内容表”中，对各部分知识内容要求掌握的程度用数字Ⅰ、

Ⅱ标出。所考查的能力要求，也是《考试大纲》中规定的能

力和层次，这些都是高三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或者能够达到的

。2006年《考试大纲》理科综合科中的物理部分，继续保持

稳定，没有修订，估计2007年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这里

必须强调的是，不管2007年的考试大纲作何修订，考生在复

习时应“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说，尽管题型在变、设问



方式在变、试题难度在变、试卷结构在变，可是要考查的基

本的物理知识、思想方法未变。值得注意的是，复习时不能

一味地死扣大纲，否则一叶障目，作茧自缚，不能有效地培

养各种能力的。备考建议 来源：www.examda.com对于高考总

复习，一般要经历五个环节：全面复习专题复习系统总结模

拟演练回归教材。全面复习的主要目的是：夯实基础知识，

熟练掌握基本方法。在这一环节中，考生可将每一章分成若

干个小单元，以“点”为中心，对每一个单元的知识点进行

复习回顾。通过这一环节的复习，要澄清大部分知识疑点和

模糊认识，尤其是对物理概念的理解，克服“眼高手低”的

不良习气，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专题复习的主要目的是：

针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要“点面”结合，进行专题练

习是提高这一阶段教学效率的关键。通过一系列配套的专题

练习，熟悉各种物理典型模型以及拓展、变迁，加强对高考

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理解和掌握，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

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学习迁移的能力。系统总结的主要目的

是：加强学科内乃至学科间的纵横联系，建立完整的知识结

构，这是宏观上把握学习全局的关键所在。在系统总结阶段

，考生可打破现有的教材的格局框架，对中学物理知识内容

进行重整，优化结构体系。比如对于物理概念的系统总结，

我们可以对中学物理中主要的物理量（物理概念中质和量的

统一体）进行整理，从各个侧面如按照基本物理量和导出物

理量、矢量和标量、过程量与状态量等进行归纳和对比。又

如对于物理实验的系统总结，可以分测定性实验、验证性实

验、研究性实验进行总结，也可以横向进行“系列化”的总

结，“与打点计时器有关的系列实验的对比归纳”，“测定



重力加速度的系列方法”、“测定电阻的系列方法”、“测

定电动势的系列方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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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