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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试题中、低档题（主要是考查基础知识部分）占80％，

难题只占20％，如果把最后冲刺阶段的宝贵时间去解难题，

这是舍本求末。通过前一阶段的模拟训练，大都会发现自己

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认真查缺补漏，才会事半功倍，如

对基本概念，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深刻．仅以“功”的概

念为例，功是能的转化的量度。各种形式的力做功，都对应

着一定形式的能的转化。能否准确地认识这种关系，极大地

制约着对某些物理状态、物理情境、物理过程的分析。高考

试题往往通过特写的物理情境，考查对概念的理解，对一些

物理定律、物理公式，往往有的同学只重视结论，而忽视该

定律、公式的适用条件，这些都应在最后阶段，逐一解决。 

另外，还应注意总结重要的物理问题研究方法，如理想模型

的方法、类比的方法、等效方法、逆向思维等。通过对以往

练习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的思维方法提高一个档次。 二． 

抓核心。 核心就是对物理状态和物理过程的分析，在分析过

程中一般应该注意两个线索：力和能。物体的运动由物体所

受合外力决定。对物体受力进行分析，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物体在运动过程中，一些力往往又对物体做功，导致物体的

能量不断发生变化。能及能的相互转化为物理的研究提供了

另一个重要线索。分别从力和能入手，对过程进行全面分析

，久而久之，就可能化为“能力。” 三．抓薄弱环节。 近两

年高考试题加强了对论述能力的考查。目前主要体现为对推



导论证的考查。如去年高考及今年北京地区春季高考都增加

了推导证明题，但这几道题都源于课本。因此，复习中应注

意课本中某些重要命题的论证过程。还应该加强对物理问题

的表述能力的训练。尤其是在求解计算题，不仅仅能够计算

出结果，还应能够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和论述。即不仅会说

出是这样，还要会说明为什么会这样。 四．抓理论与实际的

结合。 去年高考试题的特点之一是大量的题目紧密联系实际

，物理理论原本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实际，但结果是有不少同

学反倒对这类题感到生疏，这是很不正常的。在总复习阶段

，应善于把物理基础理论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与物理有关的

实际结合起来。可以说力、热、电、光各个分支，都有大量

的事实能与高中物理结合，要学会用物理基础理论解释身边

常见的物理现象。提高应用物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

抓良好学习习惯和心理素质的培养。 在求解物理问题时，应

具备良好的学习习惯，如正确选择研究对象，正确进行受力

分析，在对状态，过程分析时画出状态，过程的示意图，将

抽象的文字条件形象化、具体化，在涉及势能计算时，应先

确定零势能标准。在涉及同一直线上的矢量运算时，规定出

正方向，以方便于用标量运算代替矢量运算化。在计算过程

中，先统一单位，运算后认真对数字结果进行复核。 以良好

的心理状态迎接高考也是十分必要的。在每一个阶段针对自

己的具体情况，恰当地提出奋斗目标，脚踏实地地实现它们

，使自己在付出努力之后，能够不断地体会成功的喜悦。对

于偶然的失误，应准确地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下一步中

使复习具有针对性，减少盲目情。不断调整心理态度，力求

在高考期间心理处于最佳状态，来展示辛勤努力的优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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