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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7_9C_812_c65_630279.htm 提示：在离高考还有一

个月的时间里，把握高考复习的方向非常重要，只有明确高

考复习的方向，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少做无用功；我们才能

提高复习效率，做到事半功倍。 1.知识成网 高中物理的知识

特点就是比较系统，尤其是力学、电学，他们能构成比较完

整的知识体系。考生要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将知识结构成网

。其实学生自己最了解自己，抓住自己的薄弱环节，有针对

性地将物理主干知识内容系统化、网络化。编织知识网络可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复习的效率，加强知识间的整合和联系。

俗话说“关系就是生产力，成功在于联系”，事物之间的联

系是千丝万缕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方法成套 选

择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能减少思维的盲目性，提

高解决问题的成功率和效率。考生应熟练掌握重要的物理方

法，如受力分析的方法有隔离法、整体法、正交分解法、图

解法。电磁感应问题中的分析方法有：与直流电路相结合的

结构分析、与牛顿定律相结合的动力学分析、与功能关系相

结合的能量分配分析等，像解决物理问题一般分析方法可归

纳为：画草图，想情景；选对象，建模型；分析状态和过程

；找规律，列方程，检验结果行不行。 3.习题成精 会改错才

能取得高分，把错题集中记录到一个本子上，要认真地对待

错题。对待错题的态度和方法不同，学习效果会有很大的差

别。如果只是把错题在试卷上标注，复习时随手翻看试卷，

这种方法看上去节省时间，但是拿着一大沓试卷翻看错误，



注意力会被分散，复习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临近高考的时

候，把错题本集中在一起看，每个学科的错误都被重新集中

扫视了一遍，每个错题都要经过认认真真的分析，研究出错

的原因，找准致错的症结，同时及时进行改错，每一次改正

错误都被牢牢记在心里，避免再次出错，并且以最佳状态做

好防范。题不在多而在精，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题

不在多真懂才行”。 4.策略成型 在做后阶段的习题训练中，

应做到三个“强化” ，三个“淡化”，最大限度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1)强化模型，淡化题型。学生学的

模型不多，但题目条件千变万化，抓住模型，就能跳出题海

，变广种薄收为精耕细作。 (2)强化过程，淡化结果。过程分

析是关键，通过慢镜头法、动态分析法、图像法、典型过程

组合法等，强化过程分析，要求学生仔细审题，舍得在审题

上花时间，学生必须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做到慢审快解。学

生参加高考，可以说是成亦审题，败亦审题。审题细，解题

模式容易对；解题模式对，不得分都难；审题错或解题模式

用错，想得小分也难。 审题错误看似是“粗心”、“未注意

”，实则是概念不清，理解不深。感觉到的未必能理解，只

有理解到的才能深刻地感觉到！ (3)强化思路，淡化套路。就

是把题目的文字表述转化为物理情景，把情景转化为具体的

物理条件(或要求)，把物理条件(或要求)转化为数学条件(或

要求)。学生们审题清楚以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拆”，就是

将一个长过程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子”过程。把多个研究

对象分别隔离作为单个物体来研究，或者将几个对象作为整

体来研究，先弄清“时”、“空”关系。一个研究对象多个

过程，按照时间关系拆；多个研究对象，按照他们的组合关



系拆。不断进行有针对性的拆题训练，提高思维技能，就像

庖丁解牛一样，熟能生巧，做到恢恢乎，游刃有余。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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