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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三学生谈物理学科冲刺阶段的复习策略

一年一度的高考引起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 , 各

科复习正处于专题训练和模

拟考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这个

阶段正是考生的应试综合能

力和解题技巧日臻成熟并得

以升华的“黄金阶段”。然而 ,

却有不少考生在这个阶段感

觉身心疲倦、精神紧张 , 不能

进入考前复习的最佳状态。那

么 , 如何提高考前冲刺阶段的

复习质量呢 ?只有认真分析今

年高考形势 , 仔细研究《考试大纲》、《教学大纲》精

神 , 领会命题专家的高考命题意图 , 复习有了针对

性 ,就可以节约宝贵的时间 ,提高复习质量。针对物

理学科的特点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一、研读《考试大纲》,分析物理学科命题特点

2005 年的《考试大纲》仍注重对考生能力的考

查 ,即综合考查考生的理解能力、推理能力、设计和

完成实验的能力、获取知识及对问题进行分析综合

的能力 ,特别注重第五种能力 (分析综合能力) 的考

查 , 这就要求考生在牢固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的同时能够联系实际 ,“以物说理”, 解决一些日常

生活中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涉及到本学科的现实

问题。很多试题都以实际问题为素材 , 这些素材往

往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与社会生产、实验、重大科技

发现、发明相联系。还有一些试题中提到的物理现

象、事件或物体 ,虽然课本上没出现过 ,甚至考生在

生活中也从来没见过没听过 , 但考生根据题目给出

的信息并借助学过的知识是能够解决的。笔者提醒

考生应注意这类问题的收集与整理。

二、分析 2004 年高考试题 ,优化 2006 年备考策略

2004 年理科综合能力测试全国卷共四套试题 ,

每套试题的第一卷 (选择题) 126 分 ,占全卷的 42 % ,

第二卷 (非选择题) 174 分 ,占全卷的 58 % ,每套试卷

中物理、化学、生物所占比例依次为 : 40 %、36 %、

24 % , 各套试卷中基本上学科界限分明 , 主要是本

学科内的综合 ,仍属于“拼盘式”试卷。

2004 年理科综合试题中

物理部分从总体看来符合《考

试大纲》的规定 ,体现了“以能

力测试为主导 , 重点考察所学

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

掌握程度和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的命题指导思想 , 试卷的

难易程度设计合理 , 无偏题、

怪题等 , 即使是物理的最后一

道“压轴大题”难度与往年相

比也有所降低 , 物理试题的

难、中、易大致比例为 2 : 5 : 3 ,且难度梯度设计合理 ,

这符合高考改革的精神和中学教学的实际 , 有利于

不同层次考生的发挥。为了改变往年物理科难度系

数过小的状况 , 2004 年高考试卷中的学科排列顺序

第一卷依次为生物、化学、物理 ,第二卷依次为物理、

化学、生物 ,这样学科试题相对集中 ,减少了考生解

题时的思维跳跃幅度过大 ,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物

理科的难度系数。根据 2004 年的试卷分析 ,我们初

步判断 2006 年高考理综中物理科试题难度应不会

很大 ,试题结构、分数分配、难度等与 2004 年应基本

持平 ,不会有较大幅度的改变。当然 ,高考必定是选

拔性的考试 ,而不是水平考试 ,难度不论下降还是上

升 ,都极有限度 ,物理学科自身学科特点决定了它本

身就是一门比较难学、难考的学科 ,广大师生决不可

存在幻想 ,更不能掉以轻心 ,应以积极的态度迎接高

考。

三、对于下一阶段的复习 ,

根据《考试大纲》的规定 ,优化考前复习

在后期的复习中把培养和提高能力放在首位。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可以看出 , 对考生的能力

考查力度是逐年加大的 , 试卷的设计比较注重能力

立意。从 2004 年的理科综合试题可以看出 ,有许多

试题都是常规题 , 物理情景都是考生比较熟悉的或

似曾相识的 , 但试题推陈出新 , 通过设问方式的改

变 ,考察学生的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

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因此要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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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平时的复习中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 , 增强获取

知识的能力 ,注意近一年来各类报刊、广播、电视等

新闻媒体中所报道的有关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

果 , 包括在阅读物理方面的资料时要着重了解所提

出的新概念、新理论、新发现、新技术和新方法 , 并

加强这些新知识与课本知识的联系。

狠抓教材 ,落实双基

高考命题 , 在知识结构方面原则上不会超出教

学大纲 ,难、中、易试题的大致比例为 2 : 5 : 3 ,可见基

础性的题目占了绝大多数 , 因此应狠抓基础 , 扎实

做好物理知识的结构成网的基础工作 , 因为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是能力的载体 ,是形成能力的关键 ,离

开了基础知识的积累 , 根本就谈不上形成能力 , 希

望广大考生务必通过阅读、归纳、总结、解题、训练

等方法的强化 , 达到能正确运用物理概念、物理规

律解释、说明有关自然科学现象和问题 ,不仅要“知

其然”,还要能“知其所以然”。

运用物理学的观点来统领教材指导复习

中学物理中所学的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很多 ,

但贯串教材解决问题的物理学观点主要有 : 力的观

点、动量的观点、能量的观点。

力的观点 这种观点包括牛顿的三大运动定

律和运动学规律 , 这是解决力学问题的最基本的思

路和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求得的是瞬时关系 , 利用

这种方法解题必须考虑运动状态改变的细节 , 中学

阶段只能用于求匀变速运动 (包括匀变速直线运动

和匀变速曲线运动) 的问题 , 对于一般的变加速运

动 ,不能用此种方法求解。

动量的观点 这种观点包括动量定理、动量守

恒定律 ,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物体 , 而后者的研

究对象是多个物体所构成的系统 , 当所求问题涉及

时间或一个物体受到力的持续作用发生运动状态

的改变时 , 应首先考虑动量定理 ; 当所求问题涉及

速度或两个以上物体组成的系统受到力的持续作

用发生运动状态的改变时 , 应优先考虑动量守恒定

律。运用此种观点解题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①动量

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是矢量表达式 , 也可以写出其

分量表达式。②从研究对象上看 , 动量定理既可研

究单体 , 又可研究一个系统 , 高中一般用于研究单

体。③解题时必须注意动量守恒定律满足的条件 ,

在应用这个定律求解时 , 当确定了研究对象的运动

状态变化的过程后 , 根据问题中的已知条件和要求

解的未知量 ,只需选择两个状态列方程求解即可。

能量的观点 这种观点主要包括动能定理、机

械能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 前两者的研究对象

是单个物体或几个物体组成的系统 , 而后者的研究

对象是由多个物体组成的系统 , 当所求的问题涉及

位移时应优先考虑动能定律 , 当所求的问题中只有

重力做功时 ,应优先考虑机械能守恒定律 ,当所求的

问题出现相对位移 (或相对距离) 时 ,应优先考虑能

量守恒定律。利用机械能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解题时 ,注意是否满足守恒定律成立的条件 ,是否有

能量损失等 ,如绳子突然被绷紧、两个物体互相碰撞

后粘在一起等都有能量的损失。

同学们在最后的复习阶段 , 要把知识点归纳起

来放在相应的观点下 ,再加以整理 ,就形成了完整的

复习提纲。复习时再把每一知识点细化 , 同时加强

学科内知识点间的联系 ,彼此融会贯通 ,形成合理的

知识网络结构 ,才有利于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以便

在应用时能及时、灵活地提取调出。

注意物理知识的应用 ,关注生产和生活实际 ,关

注前沿科技的发展动态 ,理论联系实际。

物理学来源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 , 而科学实

践是以应用为最终目的的科学 ,自从高考改革以来 ,

许多物理试题都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 以现实生活

中的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立意命题的 , 力求比

较真实和全面地模拟现实 , 从而考查考生应用所学

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 , 试题

的设计还注重对考生基本素质的考查 , 如有的试题

涉及的一些实验装置或事实是课本上没有见过的 ,

需要考生通过阅读和理解试题给出的相关信息 , 从

而来考查考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及能否将所学的知识

与新的事实结合起来 ,达到理解新事实的物理情景 ,

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来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所以

考生在第二轮复习时要尽量搜集贴近实际生活的新

材料、新情景、新知识 ,及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科

技成果等 ,以培养自己提取信息、编码信息、迁移信

息的能力。

注重考生实验能力的培养

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 , 实验历来

是高考考查的重点 ,《大纲》要求学生“有独立完成实

验的能力 ; 能根据要求灵活地运用已学过的自然科

学理论、实验方法和仪器 ,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并处

理相关的实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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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实验考查的力度逐渐加强 , 实验题分

数约占物理总分的 15 %～20 % , 有的实验题考查考

生基本的实验能力和独立完成基本实验的能力 , 取

材于《大纲》规定的实验内容 ,但又不拘泥于教材 ,并

在此基础上深入考查学生对实验理论的深入理解和

创新 ;有的要求考生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 ,或者是考

查考生对于试题所给新的实验方案的理解程度 , 从

而考查考生对所学理论和实验方法的灵活运用能

力。这些试题都重视考生的基本实验技能的培养 ,

重视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的理解 ,进而达

到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科学理论和实验方法解决问

题 ,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所以要求学生

对《大纲》列举的刻度尺、游标卡尺等 13 种实验仪器

会正确使用 ,要达到这个目的 ,必须对实验仪器反复

练习使用 ,达到熟练掌握的目的 ,纸上谈兵是达不到

目的的 ,对于验证性和测量性实验 ,要求能从实验目

的、实验原理、设计思想、器材选择、实验步骤、数据

处理、误差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故障

排除等方面研究到位 ,设计实验要遵循科学性、可行

性、简单性的原则 ,要把实验动手能力的培养放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 ,要以实验带动复习 ,自己设计新的组

合实验方案 ,这是提高实验成绩的有效方法。

精选习题、模拟题 ,优化解题思路。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说过 :“做习题可

以加深理解 ,融会贯通 ,锻炼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要特别重视以能力立意这类题型中的科技

应用题、信息迁移题和开放性评价题的强化训练 ,如

2003 年的春季高考理综 (北京、安徽卷) 第 29 题 ,

2003 年夏季高考理综第 34 题 , 如 2004 年的春季高

考理综第 24 题 , 2004 年夏季高考理综第 23、25 题

等 , 这类题目注重考查考生对物理情景的分析和认

识能力 , 也注意考查考生运用数学工具处理物理问

题的能力 ,如运用图像表示物理量的关系 ,注意运用

几何图形、数列等数学知识来解决物理问题等。所

以考生应关注近年来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

与新科技、新发明及诺贝尔物理学奖有关的材料

题。近年来 ,随着理科综合测试命题的不断成熟 ,科

技应用题、信息迁移题因以能力考查见长而倍受青

睐 ,所以成为出新题的重点题型。

大力强化书写的规范化训练。

在平时学习中 , 学生做题往往只关注结果对不

对 , 有的教师一看学生把答题结果写对了 , 就认为

学生已经学会了 , 而对书写规范则很少关注 , 致使

有不少学生估分时估得很高 , 而实际得分与自己估

计的分数悬殊很大 , 这势必影响了考生填报志愿和

录取。

规范化包括 : (1) 文字表达准确规范 ,卷中的实

验及计算题要求有必要的文字说明 , 而这种文字说

明又必需用简洁明了的物理学术语。(2) 解题步骤

要规范、计算题的解题步骤一般分五步 : 情景分析、

建立模型、整合条件、统一单位 , 必要时画出辅助

图 ; 依据定理列出方程或方程组 ; 文字运算列表达

式 ;数字计算 ,得出最终结果 ;对结果讨论。(3)字迹

工整规范 ,不能在卷面上任意涂、改、贴、补等 ,要把

答案写在规定的空白处。对 I 卷的答题卡不能折叠、

破损 , 答案用 2B 铅笔涂写 , 以免影响计算机阅卷

等。

创造良好的考场心理状态。

由于近年来社会各界对高考关注过度 , 给考生

增加了无形的压力 , 笔者通过与高三学生交谈 , 了

解到他们共同的感受是心理压力大 , 希望向人倾诉

他们心中的烦恼。但是老师只顾他们的学习 , 练习

一套又一套 , 家长只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 , 很少有

人关注他们的心理。所以在最后的冲刺阶段 ,教师、

家长应经常和考生交流 , 倾听他们的心声 , 使考生

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价与期望值 , 考前把事情想清

楚 ,把困难估计到 ,教师也应当及早准备 ,以优化复

习策略。

( 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中学物理组

23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