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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正式向全省考生发放。对照2006年《考试说明》，2007

年《考试说明》中不少学科均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而《高考

说明》作为高考命题的直接依据，其中的任何一点变化，都

可能透露命题的新方向，从而影响到考生复习策略的相应调

整。 记者昨天约请了南京各名校的名师，就《考试说明》中

出现的变化予以分析和解读，同时根据变化对当前复习思路

给予指引，并就往年阅卷中容易遇到的问题对考生加以提醒

。 物理：三大变化值得关注 考试内容及要求 1，理解能力。2

，推理能力。3，分析综合能力。4，应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

的能力。5，实验能力。 试卷结构 考试时间：120分钟。试卷

分数：150分。内容比例：力学约37%,电磁学约38%,热学、光

学和原子与原子核部分约25%，实验（包含在以上各部分内

容中）约13%。 名师分析 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金陵中学朱

焱认为,考试内容要求上最大的变化有三处，一是明确把推导

证明列为题型之一，往年出现过推导证明题，但从没有在考

试说明中明确提出这条。刚开始出现时学生有点措手不及，

缺乏事先准备。但这种题型很值得提倡，因为考查学生更加

全面和深刻。 另一个变化是计算题中出现选做题，让学生有

选择，这更加公平。因为一个题目不能代表考生的能力，有

一定自由度更合理，对学生心态也有帮助，体现了一种以人

为本的态度，降低了偶然性。 第三点变化是明确实验的分量

。过去对实验也有要求，但没有明确提出实验占13%。这说



明物理学习的导向，不仅仅要学会物理知识，更要能够通过

知识去解决问题，特别是综合运用知识去分析问题。因为探

究性实验在书本上不可能找到现成的题目，要学生真正消化

所学习的物理知识，转化成能力。要求学生要有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这对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所设计方案要有合

理的论证。 复习提示 一，回归教材，回归基础。不管考试说

明怎么变，还是基于课本。现在高三学生组的卷子多，思路

比较乱，对基础知识却忽略了。第一轮复习最重要的就是把

基础知识清晰化、条理化。学生不要一味做各种题目，关键

是有些题目要深究不放。能从一道题中把所辐射到的知识点

“敲”出来，才能举一反三。 二，注重联系新教材、新课标

的思想和观念。在复习过程中要注意基本概念的建立过程，

如推证题，对设计型的电学实验要特别重视，从方案的设计

到一些具体的如电路的连接，器材的选择，包括读数问题，

都要认真地去追究。在做相对综合性的物理问题时，要注重

分析。有些学生拿到题目就注重信息对应的公式，往往忽视

过程的分析，这样就会无从下手，思路混乱。 三，不少学生

心情浮躁审题不严，对题目中出现的有效信息不能很好地把

握，尤其是隐含在题目中的条件很不敏感。更有甚者是把问

题漏读，看不清楚要求。在这个阶段复习中还要注意用讨论

的方式，与别人交流的时候，用语言表达出来，从思维高度

上更进一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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