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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光、电和原子物理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多、时间紧，

复习任务重。特别是物理考试中还强调了要考查理解能力、

实验能力、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和动用数学工具解决物

理问题的能力，使得试题灵活多变。不少考生花费了很多精

力复习物理，但复习检测时成绩却不理想，从而挫伤了考生

复习物理的积极性，产生了畏难情绪。其实物理知识前后联

系紧密，规律性强，只要复习方法正确，可以在高三复习阶

段取得良好的效果。建议大家复习时注意以下三点。 一、学

习考试说明，明确高考考查的知识范围和对考生能力的要求

。 考试说明是根据现行高中物理教学大纲制订的，是高考命

题的依据。考试说明中对考查的知识范围、各种能力、试卷

题型和难易程度的控制等均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学习考试

说明很容易了解考查的知识范围，凡是考试说明中未列入的

知识点和实验，不会出现在考试题中，这一点要坚信。但是

对每种知识考查的深浅程度，同学们却不易把握，由于受各

种参考书的影响，一些用了许多时间去解偏题难题，复习效

果并不好。因此大家在阅读考试说明时，一定要仔细领会其

中含义，准确把握重点知识的深浅度。如考试说明中明确指

出，用牛顿运动定律处理连接体的问题时，只限于各个物体

的加速度大小和方向都相同的情况，平时就没必要去解加速

度不等的问题。同理，在电磁感应现象里，不可能出现给电

容器逐渐充电的电磁感应电路，也不需要判断内电路中各点



电势的高低。 有的同学担心高考时会出现一些难题，如平时

不做大量的高难度的题，考试时会不会出现失误。其实，高

考试题中易、中、难题的大致比例为3∶5∶2，个别试题稍难

一些主要是为重点大学的重点科系选才用，对绝大多数同学

能否考上没有影响。何况难题均是难在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解题技巧等方面，绝不会出现超过考试说明的知识和能力要

求，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另外，不能把考试说明中

的A、B两个层次与试题的易、中、难作简单对应。实际上A

、B两个层次的知识标明了其在高中物理内容中的地位，B层

次所列知识为高中物理的重点核心内容，学好它对学好其他

知识有关键作用，当然是考查的重点，但具体考查这部分知

识的试题不一定全是难题。正如全电路欧姆定律是B层次的重

点知识，但1999年高考中的单项选择题(第2题)进行考查，属

于易解类考题。 二、全面复习基础知识，掌握知识结构 对考

试说明中规定的知识内容，一定要全面复习，不能有任何疏

漏，否则将会造成简易题失分，特别是非重点章节中的A层

次知识，如交流电，光的干涉，原子和原子核等。 打好基础

不是死记硬背概念和公式，而是要在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去记

忆。对物理概念应该从定义式及变形式、物理意义、单位、

矢量性及相关性等方面进行讨论；对定理或定律的理解则应

从其实验基础、基本内容、公式形式、物理实质、适用条件

等作全面的分析。如电场强度是为了描述电场的力的性质而

引入的物理量，其定义式是E=F/q，但E是描述电场本身性质

的物理量，其大小与F、Q均无关，点电荷电场的量度

式E=KQ r2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场强E可以表示电场的强弱和

方向，用电场线可以形象地表示出来。与E相关的量是电势U



，然而电场强度为零的地方电势不一定为零，电势为零的地

方场强也不一定为零。把公式变形为F=qE之后，可以用来计

算电荷在电场中的受力大小和方向，从而分析电场中的力学

问题。动量和机械能则从空间的观念开辟了解决力学问题的

另外两条途径，提供了求解系统问题、守恒问题等的更为简

便的方法。有了这样的分析，整个力学知识就不再是孤立和

零碎的，而是为了研究运动和力的关系的有机整体。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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