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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区教研室 郑云贵 一、明白学科特点，明确考试要求 高中物

理各章节、模块内容主要由概念、规律、实验和方法四部分

组成。物理方法指物理学研究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在考试中

考查的是物理的解题方法。前三项是基本知识，第四项是基

本技能，总起来就是所说的“双基”。按知识体系分，可分

为力、热、电、光、近代物理五大块。按在高中物理中所占

重要性分，分为主干知识和非主干知识，牛顿运动定律、曲

线运动、动量、机械能、电路、 电场、 磁场、电磁感应为主

干知识；振动与波、热学、交变电流、电磁场与电磁波、光

、近代物理为非主干知识。非主干知识主要以选择题形式考

查，每年约5道题；主干知识则在选择题、实验题、计算题中

。 近三年天津市高考物理部分特点主要有： 1、既注意知识

的覆盖，更突出主干知识考查。五大块每年全都覆盖；力、

电主干知识考查非常突出，占全卷80%以上，主要突出考查

运动和力关系的建立 、守恒观点的运用。 2、有些热点反复

考查，如有界磁场中电荷的圆周运动、电磁感应、天体运动

、电流与电路实验等。 3、物理情景给出渐趋平实，不过分

追求情景新异或是与高新科技联系，使考生下手更容易一些

。即使象回旋加速器、磁流体发电机、黑洞也都是源于课本

或阅读材料。 4、实验考查有向课本以外迁移的倾向，也可

能是都为课本上的，但在设问上进行了创新。考查既注重原

理理解、仪器选取、使用、读数、画电路、连线、实验注意



事项等基本要求，也开始注重实验设计，数据处理与分析，

误差分析等更高要求。 5、除压轴题以外，其它每道题涉及

的知识点不多，物理情景较单一，过程并不很复杂。过程分

析能力，数形结合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的考查不是太多、太

难，与全国卷不同。 6、大多数题都是在常见题的基础上通

过对物理情景、问题设置的翻新而改造来的。 所以下阶段的

复习要有科学的规划，对习题训练有总的安排。同学们一定

要积极配合，认真听讲、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训练任务。这

点要始终坚持。 二、夯实基础，训练能力 1、对概念、规律

记忆要准确 ，理解要到位，不能似是而非、张冠李戴。 要多

看书，对概念、规律的记忆和理解不能只记大概。应对照考

纲考点，通过看课本目录回忆各章节的知识内容，回忆自己

在平时的练习、考试当中曾经因记忆、理解不准而犯过的错

误。这样做虽然会慢些，要不断回到课本，但以后对课本则

会非常熟，真正达到把书由厚读薄。 2、 要提高物理过程的

分析能力，这是计算题解题关键。由受力分析，结合物体初

速度特点，采用组合草图充分展示物理过程，搞清物理过程

，找到拐点即关键点，将整个物理过程根据其遵循的物理规

律不同而划分成相应的几个阶段，再分别确定各阶段的初状

态、末状态，由所遵循的物理规律分段列方程求解。这样处

理，难题就不难了。 3、 提高运算能力。计算能力是高考的

一个重要的能力要求，不管是数值运算还是字母运算，同学

们的运算都经常出错，比值运算则经常算倒个，给考试带来

很大损失。 4、搞好实验复习。对课本上的每一个实验，每

一个重要仪器都应认真复习到位，不留死角。从实验原理、

仪器选取、使用、读数、画电路、实物连线、实验注意事项



、实验设计、数据处理与分析，误差分析等方面加强。 5、

多纠几个易犯的“小错误”。如审题不认真，运算不仔细，

矢量运算不先选“＋”、“-”号，不愿画草图展示物理过程

等。 6、要常“回家看看”，看做过的题、考过的卷，尤其

是以前做错的题，多翻纠错本。不能停止“热身运动”，每

天拿几道题练练，最好是严格按高考时间安排进行模拟考试

，这样就既做了“热身运动”，又调好了生物钟。再熟读一

遍课本，尤其是非主干知识和物理实验、常见的仪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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