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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通过科学观察、实验探究、推理计算等形成的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因此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会将这

些方面作为考查重点，尤其是实验题应被考生重视。下面梳理在复习演示、探究、测量这三类实验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一、复习演示类实验时注重实验逻辑
演示类实验侧重从现象到结论，考生在复习时可从“现象是什么、说明什么”对实验进行梳理。

【例】在探究水沸腾过程中温度随加热时间变化的规律时，小宇通过观察 现象，来判断水是否沸腾。待水沸腾

后，小宇测量并记录了实验数据，如下表所示，请你根据表中的数据归纳出实验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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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水中是否产生大量气泡，上升至水面破裂；水沸腾时，温度保持不变。

分析：考生答题时往往会将“水温保持不变”的过程定义为沸腾，然后得到“水沸腾时温度保持不变”的结论，这是典

型地将结论当作条件，导致形成逻辑循环。本实验探究水沸腾过程中温度随时间变化规律，需要先知道水什么时候开

始沸腾，因此，正确的逻辑是：观察到水中产生大量气泡，上升至水面破裂，通过此现象，判断出水沸腾了，接下来记录水

的温度，根据记录的数据，得出结论“水沸腾时，温度保持不变”。

二、复习探究类实验时注重变量识别
探究实验的核心是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识别，考生可以用图1所示的思维导图来帮助进行分析。

图1
不论是设计探究方案，还是对实验进行评估，抑或是证明某一结论是错误的，都可以从这三类变量入手，明确：自变

量是什么，怎么改变；控制变量是什么，是否控制不变；因变量是什么，怎样观测。

【例】水平实验桌面上有微小压强计、刻度尺、烧杯和水。小阳利用这些器材探究“水内部任意一点的压强与该点到

容器底的距离是否有关”，如图2所示。小阳的主要实验步骤如下：

①将微小压强计的探头放入烧杯的水中，用刻度尺分别测量探头到烧杯底的距离L，探
头到水面的距离H1，读出压强计U形管两侧的液面高度差h1，将数据记录在表格中。

②向烧杯中倒入适量的水，保持探头到烧杯底的距离仍为L，用刻度尺测量探头到水面

的距离H2，读出压强计U形管两侧的液面高度差h2，将数据记录在表格中。

（1）小阳的探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 。

（2）请你针对小阳探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写出改正措施： 。

答案：（1）没有改变自变量“水中一点到容器底距离L”，没有控制变量深度；（2）步骤②改

为：向烧杯中倒入适量的水，调整探头所在的位置，使探头到水面的距离仍为H1，用刻度尺测

量探头到烧杯底部的距离L′，读出压强计 U 形管两侧的液面高度差 h2，将数据记录在表格

中。

分析：本实验操作时需要改变自变量，也就是改变探头到容器底的距离；可以通过加水或是向容器外放水的方式控

制深度不变；利用转化法，将因变量“水的压强”转化为U形管两侧的液面高度差。明确了三类变量，设计方案、评估实

验、改进步骤或是证明观点错误也就容易解决了。

三、复习测量类实验时注重实验原理
初中物理共有14个测量实验，其中直接测量有7个，间接测量有7个。直接测量主要是测量工具的规范使用，相对

简单；对于间接测量实验，明确测量原理是关键，尤其是用特殊方法进行测量。

【例】利用一块电压表和阻值已知的电阻R0测量未知电阻Rx的阻值。选择了满足实验要求的器材，电源两端电压不

变，连接了图3所示实验电路。闭合开关S1，断开开关S2，电压表的示数为U1；闭合开关S1和S2，电压表的示数为U2，则：

（1）用U1、U2、R0表示电阻Rx的阻值；

（2）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

①实验过程中，通过R0的电流始终相同

②若将开关S2与电压表互换位置，其他不变，也能测量出Rx的阻值

答案：（1）RX =
U2 - U1
U1

R0

（2）①错误 ②正确

分析：电阻测量的原理是欧姆定律，需要用电流表和电压表，而用电压表和一个阻值

已知的定值电阻进行测量，其原理仍然是欧姆定律。这类问题，需要先明确电路结构，然后找到待测电阻的U和I，最后

用R = U
I 计算阻值。闭合开关S1，断开开关S2时，电路如图4甲所示；闭合开关S1和S2，电路如图4乙所示。很明显，两次

操作导致电路连接方式不同，根据欧姆定律，乙图中通过R0的电流大。两个电路中的不变量是电源电压U2和定值电阻

的阻值，由此从甲中可算出Rx的电压和流过R0与Rx的电流，从而写出Rx阻值的表达式。若将S2与电压表互换位置，其他

不变，则电路如丙和丁所示，测量方法相同，仍然可以测量Rx的阻值，表达式为Rx =
U1

U2 - U1
R0。

甲 乙 丙 丁

图4
在具体复习中，考生可利用往年试题，结合上面提供的方法，强化重点知识、典型问题、典型方法的落实，为灵活运

用知识解决问题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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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一模”已陆续结束，初中学考马上就要

来了，作为即将进入人生首场重要考试的考生，面

对“一模”后的学习，特别是数学学科，应该做些什

么呢？

一、回归课本

考生要每天复习教材上的一个章节，重视教

材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教科书上的例题不

能看一下就过去了，数学学科“看”和“做”有很大

区别。可以先把后面的解答内容遮住，自己去做，

做完或做不出时再去看，这时要想一想，自己做的

哪里与解答不同，哪里没想到，该注意什么，哪一

种方法更好，还有没有另外的解法；每一章节后面

的习题要全部做完，每道题除了给出解法和答案

之外，还要着重分析：这道题为什么会在这里出

现？它应用了本章节的哪些定理？经过仔细梳理

课本，然后加以引申、变化，做到举一反三，这样才

能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看问题全面了，解题能

力也就随之提高了。

二、整理知识

初中数学学习的特点是知识点多且杂，考生

不能将知识点零散地存于脑中，而要将这些知识

重新组合起来，由“点”形成“线”，进而形成“网”，

构建有序的结构，明确所有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整理时，考生可尝试做一个结构图，然后再找相关

资料做参考，不能一味地依赖参考书。当然，整理

时不能仅局限于教材中的某个章节，而要整合整

个初中的教材。除此之外，还要有一定的坚持，很

多人开始信誓旦旦，但却半途而废，想用的时候又

重新开始，白白浪费时间，最好把这些整理好的知

识点都记到本子上，可随时查阅。

三、整理典型题和易错点

每年的初中学考都会出现类似的题目，可以

称之为“典型题”。对于典型的问题与方法，考生

可以单设笔记本进行整理，如记录一个典型的范

例或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题目，并注明常规的

解题思路与方法，即常说的“通解通法”（能力较强

的考生也可以记录多种解法，一题多解）。考生在

整个学习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如出现问题，这

时必做的一点就是找出一个改错本，整理自己出

现的错误，切不能简单地抄题重做，要区分是计算

的问题还是属于知识理解的问题，不要随意进行

错误归因，要分析错误本质，进行针对性练习，避

免在以后的考试中再出错。建立错题集要做到：

总结错误是什么、错误原因是什么、错误纠正方法

及注意事项。

四、查缺补漏

“一模”后，对于学习过的各知识章节，考生掌

握的有优有劣，针对弱点，要抓住弱点，补充这些

漏洞，再跟老师学习就会更得心应手。在针对弱

点进行复习时，考生可以根据往年初中学考试题，

选择有代表性的题型进行专题训练，如：计算问

题、实际应用型问题、归纳猜想探究性试题、图形

变化题、新定义问题等。

五、综合训练

考生可从往年初中学考试卷、各区模拟试卷

中精选几份进行训练，初步适应初中学考，合理分

配考试时间，提高综合解题能力和应试能力。

“一模”是全新的开始，对初三考生来说具有

重要意义，是调整身心、总结归纳知识的重要时间

段。建议考生做好生活、学习等各方面安排，使自

己的备考冲刺阶段愉快、充实、有收获。

“一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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