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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研究课标要求 把握高频考点

北京市第九中学教师 李 宁

采用相关策略提升应考能力

二轮复习一般采用按题

型分类专项复习的策略，即按

照选择题、实验题和计算题进

行分类专项复习。

选择题一般采用先分类

专项、再综合练习的复习策

略，即针对高考选择题的核心

考点，如热学、光学、原子与

原子核、天体、机械振动与机

械波、交变电流、力学、电场、

磁场、电磁感应等在一轮复习

建立的各板块知识结构的基

础上进行专项练习、逐一过

关，之后再针对 14 道选择题

套题进行限时练习、提高准确

率，对于检测出来的漏洞考生

要及时进行弥补。选择题的

第 14 题是一道创新试题，是

北京高考的一大特色，这类题

目情境新颖，关注生产生活、

科技、学科前沿等，具有较高

的区分度，对于有志于取得

高分的同学可以精选高考题

和模拟题的 14 题进行适度练

习并注意总结处理方法，形

成自己的做题体会。当然，

针对单项选择题还可以采用

排除法、特殊值法、极限法、

图像法、量纲法、代入检验法

等特殊方法进行作答，丰富

解题方法，尤其是针对不易

直接求解的选择题，这些方

法的独到之处更加凸显。

二轮实验复习考生可以

将核心仪器或方法作为主线，

把多个实验进行整合。例如，

力学实验中“研究匀变速直线

运动”“探究加速度与物体受

力、物体质量的关系”“验证机

械能守恒定律”“探究平抛运

动的特点”等都会涉及打点计

时器的使用及纸带处理数据，

所以打点计时器的使用及纸

带处理数据可以认为是力学

实验的一个核心考点，属于必

会知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

关力学实验的复习，以打点计

时器的使用及纸带处理数据

作为主线，将多个力学实验建

立关联。再如，图像法处理实

验数据也可以作为一个主线，

思考哪些实验中用到了这个

方法，是如何处理的，描点作

图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根

据图像分析数据等。此外，北

京高考实验注重考查考生是

否真的做过实验及是不是深

入思考过实验，所以对于自己

不太熟悉的重要实验，建议考

生要去实验室亲自动手做一

做，对于高考要求实验的原

理、器材、步骤、数据处理、误

差分析、注意事项等都需要再

深入思考一下。

计算题的复习可以采用

小专题的形式进行。对于常

规的计算题，例如第 17 题和

18 题，考生要按照老师的要

求加强练习，规范细致，保证

过关。对于热门考点，例如带

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带电

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有时以

选择题形式出现）、常见的几

个仪器等可以作为一个小专

题进行专门练习，最后通过思

维导图形式（见下图）在头脑

中进行整合。对于有能力突

破高分的同学，需要加强具有

一定思维深度、富有挑战性的

例如体现模型构建、类比迁

移、推理论证、答案开放及运

用数学工具等的考题练习，提

升 解 决 综 合 复 杂 问 题 的 能

力。另外，分析近三年的北京

高考计算题，会发现考题所涉

及的物理过程一般都是只有

一个或两个，在二轮复习阶段

考生可以精选一些包含多个

运动过程、不同运动组合、多

个求解问题的典型题目进行

深入研究，具体求解可以采用

拆分策略，将全过程拆分成几

个简单的过程，化繁为简，化

难为易，应用不同的规律进行

求解，运用多种方法多角度进

行探究，这样不仅复习了考

点，而且训练了同学们的物理

思维，这对于复习备考可以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度重视力电主干知识的复习

对比近三年高考试题的

考点分布，同学们会发现 80%

以上的考点集中在力学和电

磁学部分，力学和电磁学仍是

二轮复习的重中之重。

高中阶段考生花时间比

较多的就是力学。你是否思

考过高中力学主要学习了什

么？我们学习了运动、力、运

动和力的关系。我们学习了

哪些运动模型？有匀速直线

运动、匀变速直线运动、平抛

运 动 、圆 周 运 动 、简 谐 运 动

等。我们学习了哪些力呢？

有重力、弹力、摩擦力、万有引

力、电场力、安培力、洛伦兹

力、分子力等。我们知道力是

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但

力是如何改变物体运动状态

的呢？关于运动和力的关系

可 以 从 哪 些 角 度 进 行 研 究

呢？我们可以从动力学、功和

能、动量三个角度进行研究，

如何从动力学角度研究运动

和力的关系呢？可以解决什

么问题呢？如何从功和能角

度研究运动和力的关系呢？

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如何

从动量角度研究运动和力的

关系呢？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呢？处理问题的程序各是怎

样的？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

的问题吗？将学过的知识和

方法问题化，争取思考清楚

问题的每一个细节，遇到理

不清头绪的地方及时去查教

材和笔记或者向老师和同学

请教，经过不断思考，会让考

生的力学基本功更扎实。

对于电学的复习也可以做类

似这样的思考。例如，在静电场

部 分 我 们 学 习 了 哪 些 知 识 呢 ？

不妨画一个思维导图，帮助自己

进 一 步 提 升 对 静 电 场 的 认 识 。

学习了静电场，也可以类比研究

静 电 场 的 方 法 从 力 和 能 量 的 角

度 重 新 认 识 一 下 重 力 场 和 引 力

场，这样考生对于场的认识会进

一步提高。

整理难点和易错点

通过分析高考题和模拟题，

考生会发现一些题目的考点正是

学习的难点和易错点。因为难点

和易错点具有较高的区分度，契

合高考甄别选拔的要求，成为一

些题目的考点不难理解。二轮复

习阶段，考生要及时记录并整理

一些难点以及自己经常出错的题

目，及时反思，多做几遍，争取做

到真懂真会。

（续1685期第10版）

针对北京高考试题具有题型难度相对稳定、注重考查主干核心、兼顾甄别选拔功
能等特点，考生在复习备考时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以下建议，供同学们参考。

（续 完）

物体的受力情况

F 合=0

F 合≠0

合外力

为恒定

合外力

为变力

物体的初速度

V0=0

V0≠0

V0=0

V0与F 合一致

V0与F 合相反

V0⊥ F 合

V0与F 合成任意角

F合大小不变，方向总垂直V

F 合大小和方向变化，但总

有一个分力垂直于V

F 合=kx

物体的运动情况

静止

匀速直线运动

初速度为零的匀加

速直线运动

匀加速直线运动

匀减速直线运动

平抛或类平抛运动

曲线运动

匀速圆周运动

变速圆周运动

简谐运动

匀变速

直线运动

匀变速

曲线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