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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1/2021_2022__E6_80_8E_E

6_A0_B7_E6_89_8D_E8_c65_571680.htm 高三阶段的复习是个

系统工程，必须抓住每个环节，从细微之处入手，靠自身主

动投入，加强针对性训练。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仍处于被动

应付状态，为此，我建议大家做好下面几件事： ●认真学习

《考试手册》，明白考什么 我们的复习，一则使知识条理性

、系统化、更趋巩固。二则是用学过的知识、方法解决具体

问题，获得成就感。再则也是为了面对翌年高考，恐怕这也

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连考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

复习当然效率就低。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考试手

册》，明确复习方向。《考试手册》是考试的大纲，它明确

考试性质、目标、细则以及一、二期课程标准考试内容和要

求，提出试卷采用一卷两分叉形式“不同大题可以选择不同

的A类或B类试题，若同一大题内同时做A类、B类两类试题，

只以A类试题计分”，而且规定“一期、二期课程标准学习

要求有高低差异时，取低要求作为考试要求”。明白一期(1)

、(2)要求为复习重点。同学们只要按《手册》中的“教学内

容”、“教学要求”、“说明”三个方面落实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自然而然地会明白哪些该考，重点在哪里，能力要

求考到什么程度；哪些不要求考，这样就少走弯路。同学们

手头复习资料较多，不免有“新瓶灌陈酒”、“旧瓶贴新签

”的题，有的还是明显超纲，通过学《手册》，便能区分。 

譬如：遇到与下列题素(一、二期课标分别要求的内容初略统

计)相关的物理问题，我们就不必投入复习精力。这样可免陷



入题海，防止难题干扰，有利于针对性复习，提高复习效率

。 ①物体的一般平衡问题；②牛顿运动定律的连结体问题；

③摩擦力作动力的问题；④能量与动量、动量守恒综合的问

题；⑤二个或二个以上合力提供向心力、宇宙三个速度、人

造地球卫星问题；⑥理想气体三种图像的转换、内能及其热

力学定律问题；⑦带电粒子在电场中作斜抛或受重力、电场

力外还有其它外力作用的问题；⑧复杂的混联电路问题；⑨

带电粒子受磁场作用时洛仑力计算问题；⑩交变电流及其变

压器问题；原子能级图问题；核能计算问题，等等。 ●要仔

细解研近年考题，知道考什么 我们不但要明白考什么，而且

还要知道考了什么，做复习中的有心人。凡是复习到每一个

章节、每一个知识点，就要留心搜集近几年来相关考题(特别

是经典题)，仔仔细细地解析和研究一遍，目的是亲身体验试

题赋予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的考核要求，分析解决常规

题、典型题的切入点，知道考查重点、考查能力要求、研究

相关试题可能存在的命题空间，达到以少胜多的有效复习效

果。 例：2003年高考物理7题一质量不计的直角形支架两端分

别连接质量为m和2m的小球A和B。支架的两直角边长度分别

为2l和l，支架可绕固定轴O在竖直平面内无摩擦转动，如图

所示，开始时OA边处于水平位置，由静止释放，则A、A球

的最大速度为2gl姨，B、A球速度最大时，两小球的总重力势

能最小，C、A球速度最大时，两直角边与竖直方向的夹角

为45°，D、A、B两球的最大速度之比vA:VB=2:1 本题是机械

能与圆周运动的综合，属中等难度。命题意图主要考查机械

能守恒定律和受力分析，状态分析的基本物理思维方法。但

是要判断(A)、(C)选择项正确与否，除了用机械能守恒定律



外，还可以用力矩平衡(υmax，a=0，∑M=0)和单摆模型(对

称性规律)解答。通过开放性思维，使学生在“过程与方法”

的实践中增长才干。 为此，建议大家复习时，针对题型特点

，题目的难易度进行自主变化，保证知识掌握更全面，技能

应用更灵活，基础夯得更扎实，提高复习的有效性。 ●要注

意呈现规律，估计会考什么 通过学《手册》解考题，注意近

年来考题呈现的规律，关注重点题型，热点考题，进而估计

翌年可能会考什么。 譬如：力矩问题04年题23(伸缩拉杆秤)

，05年没有考，06年却有题5(力矩平衡)和题23(电场力矩)，

两题涉及考查的能力要求有所变化；又如，04年题8(物体沿

斜面上滑)，05年19A、19B(滑板问题)都考查了功和能关系、

机械能守恒定律，但06年就没有单独出现这类题。因能量是

解决问题的主线之一，机械能守恒定律，动能定理又是考查

重点，所以，不管如何都要潜心复习。 再如：辨析题已经成

为一种稳定的新题型，每年出现在高考试卷中，针对这种规

律，平时要备好错题集，凡是解错的题作为档案保留要剖其

原因，及时订正，少留“死角”。 又如：数字、表格、图文

并茂的信息题，实验创新题，开放性探究题，都较好地与新

课程标准吻合，又能落实能力考核要求，为此，平时训练时

要集中精力，将它们列入“可能会考”的知识与能力范畴。

心中有数，临考时便不会束手无策。 ●要重视规范解题，知

道做什么 最后，还要提醒同学们重视解题的规范化。因为这

是造成失分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多看历年高考试题提供的参考答案的解题过程，体味

图示、文字、公式在解题中的有机穿插和衔接。其次，自己

在解题时逐渐模仿。譬如：假设待求物理量；相同物理量有



不同的含义要用下标加以区分；应用物理公式、定理、定律

，列物理方程等都要用文字冠以相应的名称和列式依据。对

于多过程、多状态的物理问题，尽量用图示或文字加以说明

，使人看了一目了然；所有的物理量必须有单位，必要时对

计算结果的物理意义加以探究讨论等，一定要杜绝不良的公

式推积式解题习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