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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7/2021_2022__EF_BC_BB_

E7_89_A9_E7_90_86_E8_c65_177562.htm 一、分析《考试大纲

》，明确考试的知识范围 今年《考试大纲》理科综合科的物

理部分，保持稳定，没有做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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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作明确

规定。分析《考试大纲》，可以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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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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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试题中易、中、难题的大致比例为3∶5∶2。因此，不提

倡花大量时间去解偏题难题。另外，不能把考试说明中的Ⅰ

、Ⅱ两个层次，与试题的易、中、难作简单对应。实际上Ⅰ

、Ⅱ两个层次的知识，标明了其在高中物理内容中的地位，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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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试的重点，但具体涉及这部分知

识的试题不一定全是难题。[试题回顾]一、抓住试题特点，

加强复习的针对性 分析去年全国理综卷（I）物理部分，不难

发现以下几点：（1）主要内容涉及牛顿运动定律、动量、机

械能、电路、电场、磁场、电磁感应等，这些其实就是物理

学科的主干知识。力、电部分的知识占全卷（物理部分）

的80%以上。（2）全卷12道物理试题共覆盖了《2006年考纲

》17个单元中的15个，未涉及的单元有2个：交流电、电磁场

和电磁波．去年理综全国卷I、II物理试题的计算题，仍保持

了“两力一电”的格局，12道物理试题全部为学科内综合。 

通过对去年高考试题的分析，全卷12个物理试题，8个选择题



中，几乎每题都可以从课本中找到“影子”，试题涉及的内

容基础、平稳；信息量也不是很大，没有那种需要挖掘隐含

条件之类的试题，基本要求的试题比例提高。 结合高中物理

教学和高考试题的内容，可以认为，考试重点部分为：（1）

牛顿运动定律。它是经典力学的基础；（2）用能量的观点认

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物理学中研究问题的重要方

法。利用这两部分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高考试题在高考试

卷中所占的分值均在70%以上。另外，对非重点部分注重对

重要的物理知识的考查，它们是：（1）热学：分子动理论的

统计思想、微观量和宏观量的联系、能量分析等；（2）光学

：光电效应、干涉和衍射；（3）原子物理：能级跃迁、衰变

规律、质量亏损等。[备考建议]不少学生花费很多精力复习

物理，成绩却不理想，因而产生畏难情绪。其实物理知识前

后联系紧密，规律性强，只要复习方法正确，可在高三冲刺

阶段取得良好效果。 一、精选习题，适度练习，提升方法，

形成能力 有些学生埋头题海，热衷于解题方法和技巧，却放

松对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理解。看到一道试题时，不是首

先分析试题中给出的物理情境、物理条件，而急于寻找印象

中类似的范题，套用熟悉的解题方法。这种解题习惯，对物

理复习极其有害。 学习物理不是为了解题。做题的目的，一

是检查是否透彻理解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能否在实际问题

中灵活地运用。二是通过做题，锻炼并提高推理分析能力、

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等。 所以，每做完一道题

后应及时总结，看通过解这道题，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

有哪些新体会。此外，练习贵在精而不在多。练习完成后不

要急于对答案，想想题意是否理解正确，是否有其他解题方



法，这道题与某道题或某些题相同点在什么地方，不同点在

什么地方。二、重视物理实验复习突破实验题的瓶颈 分析近

几年高考物理试卷，可以看出，试题加强对实验能力的考查

，要求考生具备一定独立设计、完成实验的能力。 历年物理

高考试题中，实验题约占15%。从历年全国物理高考的实践

来看，实验题的得分率一般都不高。实验复习不能简单背诵

条款，要落实到动脑动手上。因此，一定要将实验复习落到

实处，而不是“纸上谈兵”。 今年考纲中的19个学生实验中

，有1个练习实验、10个测量验证性实验、8个研究探索性实

验。对这些实验要理解透彻，弄懂其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

熟悉实验器材，掌握实验方法与步骤。能准确记录数据，并

能正确处理实验数据以便得出正确结论。 对大纲中要求掌握

的13种仪器，一定要实际操作，熟练掌握其使用和读数方法

。当然，在精力投放上尤其要以物理量测量放在首位。包括

测定：长度、匀变速直线运动的平均速度、瞬时速度、加速

度、平抛运动的初速度，重力加速度等，在这十几个物理量

测量中，力学可以围绕打点计时器为中心展开，电学可以以

伏安法测电阻为中心展开，同时要熟悉替代法、半值法，比

例法等不同方法的原理和操作，要对滑线变阻器的串联限流

和并联分压两种连接方式了如指掌。 今年的实验能力的考查

，估计仍是一个实验大题包括两个小题，第一题是选择题，

主要是力学、热学和光学基础内容，比较简单，第二题仍是

电学实验题，相对难度较大，分值较高。考生一定要加强对

电学实验的复习，特别是测电阻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开阔思

想，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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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