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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张义贵 物理中考是物理学业水平与升学合

二为一的考试，既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

时又注重考查学生的学科能力，所以，在最后复习过程中应

立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利用重点知识提高自身能力。下

面给同学们提供一些考前复习建议。 1.学会展示科学探究的

要素，关注探究过程，注重探究的方法 科学探究是初中阶段

物理学科最重要的学习方法，所以在中考中所占分值较大，

也是学生成绩区分度较大的一种题型。科学探究题型一般是

课本重要探究内容，比如，电流与电压的关系，伏安法测小

灯泡电阻、定值电阻（或伏安法测小灯泡电功率）对比实验

，测斜面的机械效率，研究决定摩擦力大小的因素，固体、

液体压强的决定因素，阿基米德原理（或决定浮力大小因素

）等，光的反射，光的折射，透镜成像。另一种题型是初高

中衔接内容。如：我们知道，电荷之间有力相互作用，为了

研究这个问题，有人做了下面的实验—把两个带等量异种电

荷的小球A和B固定于桌面上，在它们周围放置一些带正电的

轻小物体，这些轻小物体将受到A和B共同作用，下面的示意

图表示了这些轻小物体在A和B共同作用下的受力方向；联系

你学过的知识，发挥你的想象力，分析这幅图，回答下列问

题：①这种研究方法与你学习哪个知识时用到的研究方法类

似？②提出一个有意义的猜想。在复习这类试题时，同学们

不要盲目地全面复习，要抓住重点，要复习自己拿不准的探



究内容，多找一些关于力和运动、摩擦力、电荷的作用力、

欧姆定律的初高中衔接试题，从提出问题、描述实验方案、

设计记录数据表格、分析实验过程、得出实验结论方面进行

全程复习，全面、准确地把握探究试题的答法。 2.注重物理

与生产、生活的联系 新课程背景下的物理试题都来源于生活

实际，所以，正确运用物理知识观察、分析、解释生活现象

是考查的方向。在复习中，要避开纯物理模型试题，充分利

用好教材资源，用准确精练的语言描述每幅插图所包含的物

理知识，这样既巩固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又训练了自己

的语言表述能力，还为适应新情景试题打下了良好基础。学

会设计简单的方案、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等。 3.关注物理与

当代热点、科技的联系 ①科技热点如磁悬浮列车、平移大楼

技术、滑翔机、电磁罩、 微波炉、青藏铁路开通等；②地方

经济与重要事件，如山西空气质量及治理情况、新太原火车

站设计方案、太原飞机场的破土兴建等。这类试题看起来好

像没见过，但解决过程都较为简单，只要能了解到其中所包

含了哪类物理知识，就能迎刃而解，所以，同学们在考场上

要冷静面对这些试题，只要认真读题，仔细研究，一定能做

得很好。作为提前准备，同学们可以多看一些这方面的报道

，并要找一些类似上述热点、科技的中考试题进行训练，找

到解决这些试题的共同方法进行归类。 4.重视物理学科内知

识综合 计算题是能体现学生成绩区分度最大的一种题型，现

在山西各地都用的是物理教程而非科学课程，所以计算题不

会进行学科之间的综合，但可以是学科内的大综合或小综合

，利用知识的综合和新情景的整合，达到增加区分度的命题

目标。知识的综合都是重点知识的综合，可以是力学内的综



合，如密度、压强、浮力、功、功率、效率的综合；也可以

是电学内的综合，如电路、欧姆定律、电功率、焦耳定律、

电和磁的综合；还可以是力、电的综合，热、电的综合或力

、热的综合。题型的设置一般是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

复习中，同学们可以找几道综合性较强的试题进行适应，学

习解决这些问题的思维方法，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5.强化

整体训练，反思自己不足 为了把握中考答题时间和及时寻找

薄弱知识点，发现问题，建议每星期都要在规定时间内独立

认真完成一份本地近年来的中考试题，找答案进行评分，做

到有错必纠、纠错必练、多错必考，从而提高复习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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