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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_E7_90_86_c65_185511.htm 1、充分发挥《高考大纲》、《

考试说明》和高考试题的重要导引作用。 要深入学习认真体

会《考试大纲》中所给出例题的典型示范作用以及其中所蕴

涵的能力要求。并努力达到甚至超过它设立的标准。在2007

年的《高考大纲》“题型示例”中给出了物理典型试题，都

是近年来高考试题当中的选拔功能好，区分度高的代表性试

题，应当在复习中给予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深刻领会高考

命题的思路。复习每章之前，首先研究考试说明，明确本章

有哪些考点，各考点的层次要求（哪些是Ⅰ级，哪些是Ⅱ级

要求），然后解读近几年的高考物理试题，明确本章的考点

中，哪些是考试热点，哪些是考试重点，本章考点的命题方

式，命题难易程度。在此基础上，确定对考点的讲授时间，

应用范围，拓展的深度和广度，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基本

能力，突破需要的技能和技巧，做到有的放矢。高考试题是

《考试大纲》要求的典型范例，具有强烈的指示性和重要的

示范性，是把握教学的重要标尺。研究近几年的试题，需弄

清常考的、必考的、变化的知识点；实验考查了哪些基本仪

器的操作、使用以及如何考查设计性实验；计算题的物理情

景以什么背景材料切入，涉及到哪些重点和主干知识。通过

认真研究，可以把握高考命题的基本趋势。2、立足课本、夯

实基础、构建学科知识体系 教师必须从整体上、从相互联系

上掌握物理学科内容，理解物理学科结构。这样才能根据这

一结构，理解和掌握每一章的结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



个实验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才能根据学生实际，做到重点突

出、联系紧密、前后呼应、条理分明。理解各部分之间在知

识和研究方法上的联系，体会在解题方法的相同之处，不断

寻找在知识和方法的“同类项”，逐步合并这些“同类项”

，最终实现“书越读越薄”的目标。建立知识结构，使学生

具备丰富的、系统的物理知识，逐步体会各知识点的地位和

作用，有利于学生理解知识的实质，抓住主干知识。打破章

节界限，注重挖掘知识点间的内在联系，通过专题教学形式

，构建知识网络。正确辨析各知识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提炼综合问题的解题方法与技巧，能够灵活运用物理学知识

解决具体问题，并能运用物理学知识解释生产与生活实践中

的相关问题。3、强化训练，重视学生的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培

养与提高。 高考要考能力是不容质疑的，但是能力的培养不

能靠题海，题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是以对知识

的理解为基础，在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通过自

我体验，“悟”出来的。重要的是在运用概念、规律去认识

题目给出的物理情景的过程中培养能力。我们只有紧紧抓住

运用概念、规律认识题目的物理情景这个中心，才能做到灵

活运用基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通过不断反复的训练，才能

发展能力。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学生的科学素养的培养，其中

自学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阅读表达能力尤其要引起重

视。阅读、表达能力是现在学生的弱点，许多学生或者是对

题目提供的信息看不懂，或者是不会表达分析讨论的内容，

或者是不会按照题目的要求进行表达（如说明理由）等。在

复习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要求和训练。4、重视物理实

验复习 近年高考试验试题中考的原理，都是中学物理中最普



遍、最常用的原理，但问题情境是新的，对同学们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非常高，是拉开档次，选拔优秀学生

非常重要的考查手段，所以在复习中，对物理实验应加以足

够的重视。 近年来高考物理试卷对实验的考查，重点放在考

查对实验的思想、方法和原理的理解和实验仪器的使用上。

所以实验复习不能简单地背诵条款，要落实到动脑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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