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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2006年相比没有变化，只在“题型示例”中分别增加了

两个选择题、填空题和计算题。它体现了近几年高考物理在

“稳定中求发展”的命题原则。但是今年的《考试大纲》与

三年前相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新一轮高三教师还

应认真研读《考试大纲》。 把握命题特点 高考由于时间和题

量的限制，对基本知识的考查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对重点、

主干知识的考查不会减少。因为它们是物理学科基本知识的

支撑和构架，是高考备考的重点工程。 高三第一轮按章节进

行复习，不可能将相关的重要知识建立起广泛的联系。通过

第二轮的专题复习，分析对比分散于各章节的重点知识，找

到其中的内在联系。进一步通过拆分、重组、构建，形成知

识模块，建立一个由叶脉、枝丫、主干构成的“知识树”。

比如，针对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为核心的专题，可设

置从运动和力的观点解决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加速和偏转问

题；从能量的观点解决带电粒子中的加速与偏转问题；从运

动和力的观点解决带电粒子在磁场中的圆周运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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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习题



训练 搞好综合训练和模拟测试是下一步复习的关键环节。训

练时，应严格筛选题目、控制数量。选择的试题要能够帮助

学生从解题中悟出科学思维方法，总结出解题规律，突现由

知识到能力的跃迁。具体来说应注意以下几点：结合考点设

计训练。训练应结合《考试大纲》的知识点，对照课本，逐

个扫描。把缺漏的知识，不扎实的概念设计成专项训练题，

使学生通过做习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同时把课本中

的阅读材料、课后小实验、课本注解也习题化、问题化，确

保不留知识盲点。 针对热点设计训练。近几年物理高考题总

有一些似曾相识的题目。所以，教师应根据高考命题的热点

改造试题、变换设问方式，克服思维定势。同时设计出一些

贴近高考的新颖试题：比如理论联系实际的题目、设计性的

实验题目等，以使训练贴近高考。 控制数量与难度。在综合

训练阶段，经常听到学生感叹，做了不少题目却在容易题上

卡壳，做了很多难题还是在难题面前束手无策。其实高考难

题数量很少，训练时难题过多会冲击学生对基本概念和规律

的理解，也会影响学生的情绪和自信；题量过大，考试太多

，学生疲于应付，缺少归纳和总结，没有时间反思和补救，

没有“提炼”，哪来的“提升”。对外地的模拟试卷不能全

套照搬，应严格筛选，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复习效率。 

注意训练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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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要像“诗”一样分行写出，方程单列一行，

要写原式，不能写连等式、变形式或综合式。 搞好习题精讲 

教师编选、评讲例题时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选择例题要有



针对性，二是例题之间要有一定的梯度，即知识理解深度的

递进关系、问题综合度的递进关系、分析问题能力的递进关

系等。三是选择的例题应具有知识、方法、能力多种考查功

能和示范功能。四是每个例题的意图、讲解的重点、拓展的

内容都要讲清，同时讲解时还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

审题的要点可归纳为：理解关键词语，挖掘隐含条件，排除

干扰条件。 同时，还应对学生进行“定时”测试，学生只有

在临考状态下才能暴露出问题。应让学生对错题进行认真总

结，弄清问题的根源，最后对照“标准答案”纠正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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