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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5/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7_89_A9_E7_c65_165821.htm 目前，物理总复习普

遍进入二轮，即专题复习阶段，时间一般延伸到四月底。这

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复习过程，既为第一轮拉网式复习作部分

的归纳疏理，同时也为五月份开始的第三轮复习作知识与技

能的储备。所以，不能掉以轻心，要讲究复习策略。建议大

家突出三大板块。 知识板块：以小综合为主，不求大而全 第

一轮复习基本上都是以单元，章节为体系。侧重全面弄懂基

本概念，透彻理解基本规律，熟练运用基本公式解答“个体

”类物理问题。综合应用程度不太高。实际上知识与技能的

综合是客观存在，所以，我们因势利导把知识进行适当综合

。但要循序渐进，以小综合为主，不求一步到位的大而全。 

所谓小综合，就是大家一眼就能审视出一个问题涉及那两个

知识点，可能用到那几个物理公式的。譬如： 1.力和物体的

运动综合问题(力的平衡、直线运动、牛顿定律、平抛运动、

匀速圆周运动)； 2.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问题； 3.机械振动和

机械波；4.动能定理与机械能守恒定律； 5.气体性质问题；6.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直线运动(匀速、匀加速、匀减速、往复

运动)，曲线运动(类平抛、圆周运动)； 7.直流电路分析问题

：①动态分析，②故障分析； 8.电磁感应中的综合问题：①

导体棒切割磁感线(单根、双根、U形导轨、∠形导轨、O形

导轨；导轨水平放置、竖直放置、倾斜放置等各种情景)，②

闭合线圈穿过有界磁场(线圈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圆形

、梯形等)，(有边界单个磁场，有分界衔接磁场)、(线圈有竖



直方向穿过、水平方向穿过等各种情景)； 9.物理实验专题复

习：①应用性实验，②设计性实验，③探究性实验； 10.物理

信息给予题(新概念、新规律、数据、表格、图像等) 11.联系

实际新情景题(文字描述新情景、图字展现新情景、建物理模

型，重物理过程分析)； 12.常用的几种物理思维方法； 13.物

理学习中常用的数学方法。 方法板块：以基本方法为主，不

哗众取宠 分析研究和解答物理问题，离不开物理思想，这种

思想直觉反应是思维方法。平时学习中大家已经接触和应用

过多种方法，但仍是比较零乱的。因此，有必要适当地加于

归纳总结，能知道一些方法的适用情况，区别普遍性与特殊

性。其中要以基本方法为主。即必须掌握，熟练应用且平时

用得最多的几种方法。 如受力分析法：从中判断研究对象受

几个力，是恒力还是变力；过程分析法：能把较复杂的物理

问题分析成若干简单的物理过程从而明确每个分过程该选用

什么物理定理定律处理；状态分析法：对于应用守恒规律(机

械能守恒、定质量气体状态方程)和物理定理(动能定理)处理

的问题，正确选定和确定状态至关重要；控制变量的方法：

当研究三个或三个以上物理量变化关系时(F、a、m；F、m

、r、ω；P、V、T等)通过假设的方法控制其中的一个量不变

，从而便于深入研究。还有常用的可逆的方法、等效方法、

类比方法、建立物理模的方法等，都是大家因题而宜该学会

和掌握的。 至于图像法、极端法、赋值法、微元法、对称法

等，具有特殊性，故不必为方法而刻意地选用，更不必华众

取宠而冲淡知识的综合与应用。这对夯实基本功十分有益的

。 实验板块：以设计探究为主，不纸上谈兵 物理实验是高考

重要的考查内容，主要考查理解实验目的、原理，正确选用



实验仪器，了解科学合理的实验步骤，处理实验数据得出结

论的能力，能用学过的实验方法自行设计简单实验的能力，

对演示实验和物理现象观察和分析探究能力。 在进行实验专

题复习时，建议大家最好再“亲临其境”地对每个演示实验

、学生实验过目一遍，操作一遍，并能提出一些“异想天开

”的问题，丰富实验内容，对课本上的实验插图(以物理学史

为主的经典实验装置、示意图等)要知道实验的科学家名字，

理解意义，明确作用，对物理学的重大贡献；对一些课外小

实验，小制作能重新设计和构思。学会用实验得到的数据进

行比较探究。千万别“纸上谈兵”。如果缺乏一定的感性认

识，那么，理性知识很难得到加深和巩固。 (作者： 高级教

师张永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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