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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物理学史部分

物理学家 主要观点或贡献

亚 里 士 多

德
（1）运动需要力来维持 (2)重的物体下落快,轻的物体下落慢

伽利略
（1）运动不需要力来维持 (2) 轻重物体下落一样快 (3)实验和逻辑推理

结合的科学思维方法(4)发明望远镜且观察到木星的卫星

笛卡尔 物体不受力将做 速直线运动

牛顿 (1)牛顿三定律(2)万有引力定律(3)相互作用抽象为力(4)光色散(5)微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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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一高二年级进行新知识的学习,两年内完成物理考纲要求的全部内容,进入高三后再进行

三轮复习,这是高考复习备考各高中学校常用的做法。高三的三轮复习包括一轮双基复习,二轮专题复

习,三轮综合复习。一轮知识复习重在对教材内容进行梳理,使同学建立高中物理知识体系,构建单元

知识网络；二轮专题复习的任务是,打破章节限制,从专题角度对知识进行梳理和串联,对模型进行归

纳总结,训练上重在题型专项训练和大题规范训练；三轮综合复习重在综合训练、回归基础和查缺补

漏。如何使二轮复习更好地“承接”一轮复习并“奠基”三轮复习,笔者结合多年指导学生进行二轮

复习的经历,认真总结了对二轮复习颇为有效的若干做法,形成了此文,希望能对高考复习备考中的同

学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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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题织网——核心内容网

格化 

二轮复习中的知识复习绝不是对一

轮复习知识的简单重复,而是应该跳出

单元的界限,从专题的角度总结知识,建

议同学们画思维导图。 

2 正误辨析——基础知识习

题化 

一轮复习重在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进行复习。二轮复习阶段,如果同学们

还大量重复刷题,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收

效不大,可是基础知识确实还需要在二

轮阶段进行继续强化。为了即节省时间

又练出新意,笔者采用了对基础知识进

行正误辨析的方式让学生训练。这些判

断正误的习题资源同学们可以在日常的

训练题当中整理出来。现以物理学史部

分为例具体说明(表1,限于篇幅,部分呈

现)。 

完成表格后,为了巩固强化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笔者整理了部分判断正误

题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现呈现部分判

断正误题供参考。 

例：正误辨析 

(×)01.在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历

程中,牛顿继承了开普勒和卡文迪许的

研究成果。 

(√)02.力的概念是牛顿 先提出

的。 

(×)03.牛顿根据理想斜面实验,提

出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04.伽利略利用斜面实验延长

了小球的运动时间使得运动时间的测量

成为可能。 

3 总结梳理——经典模型明

晰化 

高中物理研究的问题主要为两类,

一类直接就是模型问题,另一类是可以

抽象为模型的物理问题,也就是说,高中

物理研究的问题基本都是模型问题。二

轮阶段,同学们要学会对模型进行必要

的梳理,抓住模型的根本,了解其规律、

使用条件及注意事项,配以体现模型思

想的典型习题,这样能让同学们对模型

的掌握由浅入深,一通百通。笔者对力学

部分精选了如(表2)常见模型(限于篇幅,

部分呈现)： 

4 归纳领悟——二级结论透

彻化 

高考中,时间很关键,要求同学们必

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的题量,所以高

考即考查同学们会不会,还考查同学们

做题的速度。如何节约考试中的时间,

使得做题又快又准,这要求同学们对知

识要非常熟悉,熟能生巧,除此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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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常见模型

经典模型 模型重要说明及注意事项

轻绳、轻杆

1.轻绳只提供拉力,轻杆可以提供拉力和压力。

2.轻绳的力一定沿绳,轻杆的力不一定沿杆。

3.轻杆若两点受力且平衡,则受力沿杆。

4.绳杆相连的物体,沿绳杆方向速度相等。

5.轻绳,轻杆的力可以发生突变。

轻弹簧

1.弹簧弹力满足胡克定律。

2.弹簧弹力不可以发生突变。

3.拉伸和压缩形变量相同时弹力大小和弹簧弹性势能相同。

挂件

1.同一段绳不会出现两种力。

2.若绳上打死结则结两边绳拉力不同。

3.此类问题一般采用平衡分析,用正交分解法和三角形法去解决。

追击
1.复杂问题应该画运动示意图。

2.可采用解析法,物理法,相对法,图象法分析求解。

(类)

竖直上抛

1.整个过程可看成是完整的 变速直线运动,用运动学公式进行分析。

2.可分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分析。

3.上升和下降阶段具有对称性。

4.上升阶段可采用逆向分析看成是从静止开始的自由落体。

5.简单问题可以用 变速直线运动的比例规律解题。

板块

1.解题方法：动力学或功能关系。

2.关注板块的受力情况,尤其是对摩擦力的分析。

3.重视对物体运动状态进行分析,关注过程中加速度是否改变。

(类)平抛

1. 变速曲线运动,相同时间速度变化相等。

2.可分解为两个相互垂直方向的 速直线运动和 变速直线运动。

3.解题需要,还可按要求分解为两个相互垂直方向的 变速直线运动。

4.等时性,独立性,等效性。

5.运动轨迹是抛物线。

要求我们同学们要尽可能让解题模块

化。这里所说的模块实际就是“二级结

论”,解题中途,只要满足相关条件,就可

以直接得出结果,略去了中间繁琐的思

维和数学运算,大大节约了答题时间。这

些“二级结论”一般不会在教材中出现,

而是来源于教师的教学总结和同学们的

解题实践。二轮阶段,同学们有必要把这

些日常总结的结论系统地翻出来细细咀

嚼,弄清他们的使用条件,记住他们的重

要结论,防止用错用偏。 

5 积累整理——解题方法系

列化 
 

物理学科对同学们的思维能力要求

比较高,有很多有效的思维方法需要我

们同学消化理解,笔者在教学中总结的

高中物理思维方法有：对称法,作图法,

排除法,等值法,特值法,代入法,极限法,

量纲法,假设法,反证法,比例法,等效法,

整体法,隔离法,微元法等等。二轮复习

阶段,同学们非常有必要对这些方法进

行整理,并用经典例题对其进行认真具

体解读,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掌握这些方

法,提升自己的解题能力。如： 

思维方法示例之——等值法： 

例：地球的同步卫星质量为m,离地

面的高度为h．若地球的半径为R,地球表

面处的重力加速度为g,地球自转的角速

度为ω,则同步卫星所受地球对它的万

有引力的大小为(    ) 

( )
( )

2
2

2

mR g
 A.m R h      B.    

R h
ω+

+
 

2 43  C.m R g      D.ω 以上结果都不正确
 

答案：ABC 

感悟：A、B选项易推出,对于C选项可

由A项=B项,即 ( )
( )

2
2

2

mR g
m R h =

R h
ω+

+
,

求出(R+h)再代回A项或者B项,但更简洁

的方法是直接利用A项和B项相等,然后

利用数学规律直接相消,即： 

( )
( )

2
2 2 3 4 23

3 2

mR g
(m R h ) m R g

R h
ω ω+ × =

+

这种由A项和B项相等推出C项的方法即

为等值法。后面这种直接相消的方法能

大大节省解题时间,同学们应该理解掌

握并会恰当使用。 

6 限时规范——大题训练细

节化 

要想在高考中拿到高分,大题尽可

能拿分很关键,二轮复习阶段,同学们要

练习快速审题和规范书写。审题要重点

关注隐含条件,要找出关键字句,要快速

发现解题的突破口；做题时要坚持把题

彻底算到底,得出 终的结果。要养成规

范书写大题的习惯,写完大题步骤可以

让老师和同学帮你查找问题。大题规范

的书写包括,必要的文字说明、原始公

式,和 终结果,文字说明一般包括交

待研究对象,假设了什么物理量,物理

过程是怎样的,过程利用了什么物理规

律等等；要用常用的符号表示物理量；

要写不带数字的原始公式；运算结果分

数要化成小数；如需要作图建议开始用

铅笔, 终确认无误后再用黑色的水性

笔描一下；画光路图要带箭头；书写要

用黑色的水性笔以保证网上阅卷扫描

后的清晰等等。 

综上所述,二轮复习要以考试大纲

考点为中心,以专题专项梳理为内容,以

学生限时规范练习为手段。要做到,凸显

学生主体,突出一个“练”字；继续关注

基础,落实一个“基”字；梳理模型方法,

感受一个“梳”字；培养规范习惯,养成

一个“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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