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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题型分类及答题策略
北京市顺义区第二中学 张顾妍

物物 理理

实验题是物理考试必考的题目，占有很大的分值比重。下面，笔者为考生总结一

下考试中常出现的实验题题型以及答题策略，希望对考生的期末考试有所帮助。

实验设计题

实验设计题分为两类：一是设计

探究实验；二是设计证伪实验。

1.设计探究实验
这类实验题通常是从提出问题、

设计实验过程、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等

方面考查，但不论是哪个方面，解题的

关键都是明确三个变量，即因变量、自

变量和控制变量。

提出问题的格式为“因变量与自

变量有关吗”“自变量改变，因变量也

改变吗”。比如，“导体电阻大小与导

体的长度有关吗”，或者是“通过导体

电阻的电流越大，电阻上产生的热就

越多吗”。

在设计实验步骤时，考生可按

照“测、改、算”的顺序书写，“测”就

是写清要测量的各个量；“改”就是

改变自变量，但同时也要控制不变

量；“算”就是选择公式计算因变量，

特别要注意的是公式中不能含有自

变量。

有些实验题目会问“实验探究中

存在什么问题”，对此，考生要分析实

验中是否实现了改变自变量、控制不

变量、正确测量因变量。

2.证伪实验
要证明某个观点是错误的，通常

有两种方法，一是举反例，二是证明它

的逆命题是正确的。

实验说理题

实验说理题可分为推理论证、

分析问题原因、分析现象得结论三

种类型。

1.推理论证
例如，在R1与R2串联的电路中，已

知两电阻的电压大小关系，将其并联

后，判断流过它们的电流大小关系，要

依据欧姆定律和串并联电路特点分析

推理论证。其答题策略是：明确题目

中的问题，寻找物理依据并进行推理，

最后得出结论。

2.分析问题原因
例如，在探究电流周围是否存在

磁场时，导线通电后小磁针不偏转，猜

想不偏转的原因并写出检验方法。此

类题的答题策略是从这个现象的影响

因素出发，如可能是受地磁场影响，或

者是电流较小、小磁针和支柱间摩擦

力较大等，对应每一项原因设计实验

验证方法，从而进行判断。

3.分析现象得结论
如观察水沸腾实验，要从对现象

的描述判断水是否沸腾，才能进行观

察、记录，从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此类试题的答题策略是明确题目中

的现象，分析现象背后的物理本质，

得出结论。

化化 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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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实验 掌握技巧
北京市丰台实验学校 刘 宇

制订合理复习计划

考生在复习时首先要制订一个清

晰且合理的计划。根据化学科目的知

识点和难度，合理分配每天的学习时

间，确保每个知识点都能得到充分复

习。同时，考生要注意保持学习计划

的灵活性，以便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考生可根据单元顺序进行知识梳理，

也可根据题型的不同进行思路整理，

或两者交叉进行。

梳理知识结构，强化基础知识

化学是一门知识点繁多的学科。

因此，考生在复习时应注重知识结构

的梳理，强化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考

生可通过制作思维导图，总结笔记等

方法，将零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

完整知识体系。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对

知识点的理解，还有助于在考试中快

速准确地提取相关信息。

建构知识结构

掌握解题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孟凡霞

期末考试是初三阶段第一

次重要的大考，在复习备考阶段

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下面，

笔者将期末考试的复习策略分

享给考生，助力考生高效备考。

构建历史知识的结构

历史学习的知识涉及古今中外的人和

事，看上去纷繁复杂。因此，对于历史发展

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和人物

等基本要素，考生要有准确、完整的记忆；同

时，又要建立知识结构，避免“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的现象。考生可按照教材中的单元

主题梳理各阶段的发展状况，也可从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等不同视角梳理出更加宏观

的历史发展线索。构建结构的方法是重点

关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联系。历史发

展中主要有四种重要联系：古今联系、不同

史事的因果联系、不同领域的横向联系以及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以工业革命为例，考生

既可以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生产力对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推动作用，又

可以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角度，分析工业革

命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

外部原因的联系，从而构建出纵横交错的知

识结构，避免知识碎片化。

提高历史认识的水平

考生在学习重要的历史知识、建构结构的

基础上，还要提升历史认识水平，用正确的历

史观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如对中国

古代史，考生要更多地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和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对于世界

历史的学习，考生则要关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

起到的关键作用。

掌握不同类型试题的解答方法

通过考试发现学习中的问题是提升学

习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复习阶段，考生要注

意整理不同类型试题的考查意图和解答路

径、方法。

在解题过程中，考生首先要关注从创设

历史情境的不同类型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

辅助解决问题。如读历史地图时，先要关注

图名、图例，从而找到地图反映的主题或核

心信息，然后从地图的整体和局部等多角度

观察。对文字类型的材料，要注意划分材料

的层次，再合并同一层面的材料信息进行概

括。同时，材料中给出的时间和空间信息，

可以帮助考生快速将试题和所学知识建立

联系。其次，考生要掌握不同类型试题的答

题技巧。如根据“示例”进行仿写类的题目，

先要分析题目给出的“示例”结构是如何组

成的，然后按照示例结构结合选定的内容来

写。再如，论证类的题目，则先要根据题目

要求选定一个观点或提炼出一个观点，再运

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相关史实，去说明史

实和观点之间的关联。此外，在论证过程

中，考生还要有正确的论证逻辑。

注重实验水平与计算能力的提高

化学实验和计算是初中化学的

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试中容易

失分的环节。因此，在复习过程中，

考生应特别关注实验操作和计算能

力的训练。

考生可通过回顾实验报告、重

做典型实验、练习计算题等方式，

提高实验技能和计算能力。同时，

考生还要注重理解实验原理和计

算过程，做到举一反三。尤其书上

的原型实验，考生更要做到心中有

数，如空气中氧气含量测定实验，

对实验原理、实验装置、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实验结论、误差分析等

实验环节的每个部分都要做到心

知肚明。

做透历年试题，掌握考试技巧

历年试题是复习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宝贵资源。通过做透往年期末

试题，考生可以熟悉考试题型和难

度，了解考点和易错点，从而更好地

指导复习。在做题过程中，考生要注

意总结解题方法和技巧，提高解题速

度和准确性。同时，考生要学会合理

安排考试时间，避免在考试中因时间

紧张而影响发挥。若是遇到不会的

题目，考生要根据平时所学、题目设

问以及信息指向做出合理解答，切勿

少答或不答。

注意考试规范和要求

在复习过程中，考生还要特别注

意考试规范和要求，熟悉考试纪律和

规定，了解答题卡填写方法、作图规

范等细节问题。如陌生方程式的书

写要注意不要丢失反应条件，反应条

件可能在题干、设问、流程图等不同

位置，描述实验现象时关键的字词不

要缺失或错误。

做好考前最后冲刺

在考试前一两天，考生可进行最

后的复习冲刺。此时要着重复习易

遗忘和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最后一

遍梳理和强化记忆。同时，考生可以

看自己复习阶段总结的错题或期末

复习各种试题的思路方法以保持答

题手感和考试状态，但不要过度疲

劳，以免影响考试发挥。

面对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
针对化学学科复习，考生要制订
合理计划，按部就班，注重强化
基础知识，方能从容应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