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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一、大胆舍弃，切忌贪多。 不管怎么计算，一个多月的时

间确实很短，因此，一定要将复习计划制订得合理，不管有

多少需要做的，只计划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建议每周的计

划只计划到80%，留出20%的时间做机动，以确保制订的计划

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如果计划得太多而不能完成，将造成挫

折心理，不利于考试发挥。 二、重点提高知识的“质”和可

利用程度。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试题中的易、中、难是按比

例设置的，其中的难题要求90%以上的考生不能得分。所以

考生要立足中等难度题，因为中等难度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容易题对大部分考生来说都是可以得分的，而难题只对那

些能力特强的考生有所区别，因此绝大多数的考生要立足于

提高中、易档次的试题的准确率。要对做过的题强化印象。

要明确：这些题所涉及的知识是什么？对能力、方法的要求

是什么？容易出错、易混的环节是什么？查漏补缺，每消灭

一个错误，就等于为成功铺垫了一个台阶。 要处理好重点知

识与非重点知识之间的关系。高考中力学和电学共占70%左

右，热学、交流电、电磁场、光学和原子物理共占30%左右

，这30%姑且称之为非重点知识。“非重点知识”有一半内

容偏于记忆，可以说记住就能得分，如光的本性、原子和原

子核的内容、电磁场，应把握实验现象和实验结论。还有波

尔理论，参考近几年的高考题复习一两个课时就可以做到心

中有数。建议在复习阶段重视课本，尤其是课本上的知识、



公式、名词和应用性问题、综合性问题，在这些问题和知识

内容上多花费点时间和精力是更加切合实际、更加有效益的

复习策略。 三、处理好回归课本与做信息题、模拟题的关系

。 最后的一个月一定要注意回归课本。阅读时要重视书中的

黑体字、规律的推导过程、插图、演示实验、《做一做》、

《阅读材料》。对于演示实验要知道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会

观察到哪些现象、这些现象怎样验证相应的规律、实验中的

各种器材有何用途，而各种插图、《做一做》和《阅读材料

》则要知道它们的物理原理、物理模型。有许多高考题就是

课本上每一章后面的习题经过简单改造而来的。这些习题不

仅要会做、做熟，而且要想一想它可能会有一些怎样的变化

。这样看书才不至于“熟视无睹”。 四、要重视得分训练，

能得的分决不要丢。 首先是审题训练。要认真分析题目涉及

的物理内容，包括物理情景、物理状态、物理过程等等，在

分析的基础上选择适用的物理规律，拟定解题方案，对解题

结果进行分析，必要时进行验证，或用其他方法来复核。切

忌乱套公式或者不看条件套用做过的题的“套路”。 其次是

表达训练。要练习用规范的语言层次清晰、条理清楚、逻辑

严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答案宜简洁，要紧扣基本观点。要

尽量使用规范化的学科语言。有的学生平时规范化较差，必

要的文字说明没有，物理符号的书写任意，从而造成失分。

有的学生平时依赖于计算器进行运算，或者遇到繁的运算就

列式不算，致使计算能力退化，考试中遇到较繁的计算就容

易出差错。在复习后期要加强计算能力的培养，不要用计算

器进行计算，养成良好的运算习惯。 再次是要学会“拆”题

。物理计算题的设问是有梯度的，一般来讲，第一问都比较



简单，只要仔细阅读题目，大部分学生都能够得分，其分值

一般与一道选择题相当。而且，有些题目即使不能看懂全题

，只要能把看懂的部分用物理公式表达出来，同样可以得到

相应的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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