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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两名毕业班学生正在一起交流学习。小刘军/摄 高三学

生如何在最后几个月里迎接物理考试，以求在激烈的高考竞

争中脱颖而出呢？ 一、用“高考原题”吃透《考纲》 2005年

、2006年、2007年《考试大纲》(物理部分)没有变化，2007年

理科综合下物理学科的要求仍旧注重考查学生的“五个能力

”(即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应用数学处理物

理问题的能力和实验能力)，所占比例、题型分布不变，应考

查的物理知识点基本不变。因此在接下来的物理专题复习中

，可先根据《考纲》要求，利用近三年的高考试题，做到：

1.认真揣摸知识考点在试题中的分布频度，找准“核心主干

知识”，制订“重点复习”和“一般复习”的模块。一般分

为以下几个模块：运动学，动力学，功和能，场(电场、磁场

、复合场)，电磁感应与电路，力电综合，实验(主要复习仪

器的操作、读数与设计实验)。 2.认真研究《考纲》中的能力

要求，用近三年的高考试题和《考纲》中范例，将五种能力

的试题进行分类，找出提升能力的方法，并与学生已有的能

力进行整合，最终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要求。 二、用“

分类试题”提升能力 1.在“来龙去脉”中理解 物理概念和规

律是建立物理学的基石。物理概念和规律通常有三种表达形

式，即文字表达、公式表达和图线表达，看到其中的一种表

达形式，要能联想到其他，并能够进行不同表达形式的相互

转换。如在物理学中，同学们对公式表达形式印象深刻，而



对其他表达形式印象比较淡薄，我们在复习中要有意识利用

一些“高考原题”进行引导和训练。 2.在“言必有据”中推

理 解决问题的过程，实际上是利用试题中给出的信息(包括事

实、现象、图线、关系、条件、数据等)，不断地扩展信息，

最后达到试题中所提出目标的过程。扩展信息，要靠推理。 

推理要有依据。依据不可靠，会导致结论错误，这个依据就

是已知的知识和试题中给出的信息。审题的过程就是捕捉信

息的过程。由于同学们或多或少有了一些所谓的解题经验，

这些“经验”往往会产生思维定式的负影响，造成对审题的

干扰。我们在复习中应集中一些所谓的“高考易错题”，帮

助和引导学生审题，让学生知道：题目中的每一个字都不是

多余的。 推理要有步骤，要合乎逻辑。多数问题的解决往往

需要一系列的推理，就更要注意步骤了，不能因为步骤多就

乱了思路、逻辑混乱。我们在复习中应集中一些“高考多过

程题”进行训练，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和严密性，让学生

做到言必有据、步骤清楚、思路简明。 3.在“拆分过程”中

综合 分析综合能力是指：能够独立地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具

体分析，弄清其中的物理状态、物理过程和物理情境，找出

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及有关条件；能够把一个较复杂问题

分解为若干较简单的问题，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能够理论

联系实际，运用物理知识综合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同学们可

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复杂问题，如果分解成若干简单问题

并一步一步地设问，解答起来就不感到困难，因为你对这些

简单问题比较熟悉；如果直接作最后的设问，而没有给你搭

好桥，你就会感到困难甚至束手无策。解决这种问题的较好

的方法是落实小题训练。 (1)状态、过程与系统解决思维程序



问题； (2)子过程与总过程、子系统与大系统训练解题方法和

技巧；(3)扩大知识的广度，提高做题的质量和学习效率，培

养考生处理难题的信心。 4.在“数理一家”中互补 能够根据

具体问题列出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式，进行推导和求解，并根

据结果得出物理结论；必要时能运用几何图形、函数图像进

行表达、分析。我们在复习中可用近三年的高考题，练习一

些物理中常用的方法，如：受力分析和运动学中的合成与分

解，天体运动中的类比法，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几何运

用，类平抛运动中的参数方程，多次发生的同一物理事件的

数学归纳法等。 5.在“实践总结”中创新 能独立完成“知识

内容表”中所列的实验，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验复习中，一是

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做好每一个实验，二是通过对实验目的

、原理、仪器、步骤、数据处理、误差分析、合理性的判断

等，总结出处理实验的常用方法，并能指导新物理情境下的

实验问题。如在电学实验中，我们可总结出三个原则：(1)安

全性原则；(2)准确性原则；(3)方便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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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