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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8/2021_2022__E6_B1_9F_

E8_8B_8F07_E5_B9_c64_188475.htm 昨天，南京中考方案正式

出台，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想品

德，考查科目为历史、体育、生物、地理。其中生物和地理

考查已经安排在初二年级进行，满分720分。按照中考时间表

，英语口语等级测试时间为4月28日至30日，体育考查时间

为4月下旬，初三年级文化考试时间则为6月16日至18日。那

么，目前南京各校初三年级已相继进入第一轮总复习，时间

跨度约一个月。怎样应对中考进行好首轮复习呢？本报特邀

南京中考各科名师，为学生备考指点迷津。 语文：夯实基础

是关键 南京实验学校(一中分校)陈隽老师 一、字词名句，逐

一过关 1、字词梳理。着重对七年级上册到九年级下册教材

中的生字词逐册进行整理，每位同学可以把梳理筛选出来的

字词抄写在专门的笔记本上，这样既练书写又强化记忆。整

理时还要注意将字词放入到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去进行判断辨

别，以提高灵活运用的能力。 2、古诗文名句整理。范围是

教研室指定的课内诗文与课外古诗词。同学们可以分册先熟

背每篇诗文(在本轮复习的前2周内完成)。然后逐一整理重点

名句(从近两年各地中考默写题来看，古诗名句默写材料以陶

冶情操励志修养人文关爱为主)。 二、综合性学习，以本为本

物理：努力搭起“知识框架” 南京一中特级教师 单锦浦 具体

来说，物理的中考复习一般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紧

抓“一本一书”，即课本和中考指导书，按课本的单元、中

考指导书中的“知识框架”复习梳理，重点是夯实基础。复



习时，同学们对课本中的基本现象、概念、规律和实验操作

，要有全面细致的了解。要认真梳理书本中出现的问题，做

到融会贯通，要让知识系统化。要认真地阅读中考指导书上

的“学法指导”和“例题分析”，了解相应的研究过程、研

究方法和解题技巧。复习时要熟记众多的知识点，但也要避

免死记硬背。应充分利用课本中的图片，这些图片所体现的

物理知识丰富，复习时可用“看图说话”的方式对相应的知

识点进行复习、加强记忆。在复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

“有疑(错)即问，归类记忆”。也就是说碰到不懂的知识一

定要很快解决，决不拖拉；同时进行知识的整理，记入头脑

之中。 第二阶段是进行专题梳理。要使物理知识形成网络，

同学们可按：物理概念，物理规律，计算公式，实验探究，

科学方法等进行梳理。初中物理中的重要规律有：牛顿第一

定律、阿基米德原理、杠杆平衡条件、光的直线传播规律、

光的反射定律、光的折射规律、平面镜成像及凸透镜成像规

律、欧姆定律、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特点、焦耳定律、安培

定则、电磁感应及能量守恒定律等。这些规律是如何得到的

？它们的适用条件是什么？如何应用这些规律解释生产、生

活中的一些物理现象？ 在学习物理的过程中，曾用到多种探

究实验方法。其中，应用“控制变量法”的实验有：探究影

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实验、探究力和运动的关系的实验、探

究压力的作用效果的实验、探究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的实验

、探究电流与电压和电阻的关系的实验、探究影响电功大小

因素的实验、探究电热、探究电磁铁的实验等。对其中每一

个实验，要知道实验的目的、器材、步骤、结论，要知道应

控制的不变的物理量及具体控制的方法。应用“等效法”的



实验有：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的实验、用电阻箱等效测电阻

的实验、电阻的串并联实验等；应用“转化(放大)”的实验

有：研究发声体的振动的实验、比较动能大小的实验、比较

电阻大小的实验等。应用“理想实验推理”的实验有：探究

真空不能传声的实验、探究运动物体不受力时的运动的实验

等；其他还有“建立理想模型”、“类比”、“归纳”、“

对比”等方法等。 第三阶段，做综合性的模拟试题。在做模

拟试题时，要注意审题、根据掌握的知识判断，提高解题技

能；对于计算题，要列出公式、代入单位、准确计算。各种

题型都要按规定要求书写，提高得分率。模拟试题并不是做

得多就好，而是通过综合练习，找出自己的不足，达到“查

漏补缺”的目的。 1、综合性活动。近年来各地都重视了对

综合性活动的考查，南京市06年的中考试卷中，以“爱我南

京”为主题，考查了学生一次完整的语文综合性活动。复习

时首先将六本书的所有综合性学习按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

然后针对不同的主题设计相应的活动程序；最后要注意关注

南京市新近发生的大事，认真收集整理南京地域文化信息，

发表自己的观点。 2、名著导读。在这轮复习中，同学们可

以利用课外时间适当阅读每册教材附录部分的“名著导读”

，并用表格形式归纳，以达到积累和运用的目的，如：作品

名称，作者简介、主题思想、内容概括、主要人物、性格分

析、读后感想等。 三、古诗文赏读，分类掌握 1、第一轮的

复习中要熟悉每一篇考纲所要求的古诗词篇目(含必背篇目)

；并主要围绕名家名篇进行分项整理，如作家生平、作品背

景；作家风格、诗体特点；作者情感、诗歌意境；遣词修辞

、节奏韵律等。在整理归纳的过程中还要学会用自己的语言



进行简单的评价赏析。 2、文言文阅读一般分为：字词类、

翻译类、分析评价类三个部分。第一、字词类，实词复习主

要是抓住常用实词、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

用等词语。第二、翻译类，侧重于文中关键句子或特殊句式

。复习时应该熟练掌握翻译的技巧(1)抓住句子中关键字词，

学会换、留、删、补、调等方法。(2)注意一些特殊的句式(如

判断句、倒装句、省略句、疑问句)的翻译。(3)学会根据上下

文推导，联系生活实际大胆推想，进行意译。第三、分析评

价类，复习时要注意熟悉作品的思想内容，了解相应背景下

作者的情感立场,学会从多角度、多侧面思考作出正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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