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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纲，紧紧抓住双基，认真解读《考试说明》准确把握考

试范围，注意突出重点，将理论联系实际和能力的培养放到

十分重要的地位，紧扣教材、适当扩展知识面，适当加深扩

展动量和能量、电磁感应等知识，既要面面俱到又要重点突

出，自觉培养读题能力，作题既要有质又要有量，还要注意

方法的总结，要做好查缺补漏和错题分析。 一、2007年考试

说明解读 2007年考试大纲物理知识内容表与去年相比没有变

化，参考试卷为2006年高考题，这体现了高考物理在“稳定

中求发展”的命题原则。 二、如何做好最后阶段的冲刺 1.立

足本学科，夯实基础，重视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建立过程。要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加强本学科主干知识的梳理和整

合，突出动量和能量两条主线，特别是能量这条贯穿整个物

理学的主线。狠抓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过关，切忌好高骛远

。 2.重视思维方法、学科能力的培养，加强学科内综合。加

强学科基础知识、主干知识的联系，培养综合能力，以适应

学科内综合能力的考核要求。在平时的学习中，要通过概念

的形成、规律的得出、模型的建立、知识的运用等，自觉培

养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推理和判断等思维能力以及科

学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运用数学的能力，要通过知识的运

用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注意培养收集、鉴

别、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3.密切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要关心实际问题，关注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



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把所学的物理知识应用到实际中

去。 4.重视实验。包括学生实验、演示实验、小实验及设计

实验，弄懂这些实验的基本原理，会用各种仪器，会实验数

据处理。重视教材上的阅读材料。 5.研究近几年的试题，搞

好综合训练和模拟测试，控制习题的数量与难度。解题不规

范是分数提高的瓶颈，计算题要有必要的文字说明，题中没

有给的物理量要有设定，字母表达的物理量要符合“习惯”

，题中用到的公式、定理、定律要说明根据；解题过程要像

“诗”一样分行写出。 6.了解任课教师的复习计划，制定相

应的个人计划。紧跟老师，与老师紧密配合就能少走弯路，

但各人有各人的情况，因此要结合个人的情况做好个人计划

，并不断调整。 罗列去年未考知识点如下： 2006年试卷中没

有出现的知识点主要有：力物体平衡，运动学图线，牛顿第

二定律，机械波，分子运动论，库仑定律、电场强度、电势

能及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偏转，安培力，电磁感应计算题，

交流电，复合场问题，物理光学，衰变、聚变以及人工核转

变，这些我们在最后冲刺阶段要特别重视。 分析今年考试题

型如下： 选择题8个(48分)，热学、光学、原子物理各1个题

，另5个为力学和电学题，选择题将有约一半基本题，一半中

等难度的题；22题物理实验题(约16分)将是3个小题；23题(

约16分)将是一个基本题；24题(约18分)将是一个中等难度偏

上的题；最后全卷压轴题(约22分)将是一个较难的题。这三

个题将是一个力学题、一个电学题、一个力电综合题，再出

像2006年25题这样的计算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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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