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高考物理考前指导 

江苏省仪征中学高三物理备课组 



（一）答题中存在的问题 

（二）解题指导 

（三）应试技巧与考试心理调节 

（四）考前任务 



一、高考物理答题中存在的问题 



1.字要写大点，书写工整。否则网上阅卷老师看不清楚会丢分。 

2.不要用铅笔答题；要用铅笔作图，然后加粗，虚、实线要分清。 

3.答案不能出答题框，选做题更要注意不能答错区域! 

4.计算题要有公式、方程式，文字说明要简洁，注意单位。 

5.公式中的字母不要随便用，要用题中给的物理符号进行运算和

表示结果。 

 



6.要先进行字母运算，最后代数字。最好分步计算，不列综合算

式! 

7.估算题中，多少方次、有效数字的位数都不能错！ 

8.计算题不会做时切忌不能一个字都不写，要找关系式，只要跟

问题搭上边的式子都可以写一写，尽量多得一点点分数。 

9. 高考中，难点是分散的，就是最后一题的第一问一般还是比较

容易的，不要轻言放弃。 



二、解  题  指  导 



实 战 经 验 



1、通览全卷，合理安排，有明确的应考策略 

①解题决策做到“四先四后”： 

      即“先易后难”，“先熟后生”，“先同（类）后

异”，“先高（分）后低”的原则，进入“考试－－争
分”的最佳状态。 

 

②合理作答，分步得分： 

     对压轴题要力争在容易的得分点上取得满意的分数。
各类题型都有难题，要学会“舍弃”。 



2、认真审题，减少失误 

①要克服非智力因素而引起的审题错误： 

      a、为赶时间，急于求成，审题不细，不注意关
键词句。要注意第一印象作祟！ 
   b、遇到熟悉题得意忘形，异同不分。陈题求新
，注意新意。 
   c、先入为主，自加条件。 



  ②根据题中语言信息，挖掘隐含条件： 

   第一种信息可直接来自题目. 

   第二种信息要根据物理过程和物理情境进行联想，

推测才能发现. 
  第三种信息生活经验和物理常数. 

 3、善于迁移知识，理论联系实际 

   提炼信息，巧妙转换，化生为熟，化繁为简。 



高考物理选择题 

 
分析及应对策略 



1.近五年高考单选题知识点分析 
题号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 
感生电动势的

计算 
变压器的原

理 
胡克定律 磁通量的计算 

万有引力、人造
卫星 

2 
万有引力与圆
周运动的结合 

静电现象 
斜抛运动模型、平
抛运动规律的应用 

平抛运动规律的 
应用 

变压器，远距离
输电 

3 变压器的原理 
万有引力、
圆周运动向
心力公式 

电场线分布场强大
小、电势高低、电
势能大小以及电场

力做功的判断 

匀变速运动中
EK-x图像 

运动的合成与分
解，抛体运动 

4 
电场强度和电
势大小判断 

安培力的计
算 

自耦变压器原理 
分析 

电容器、粒子的
运动 

竖直上抛运动，
运动图像 

5 
匀变速直线运

动v-x 
图像 

匀变速直线
运动规律的

应用 

匀变速直线运动v-
x图像 

平衡条件、圆周
运动向心力、机
械能守恒定律 

静电场，平行帮
电容器（变化） 



2.近五年多选题知识点分析 
题号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6 

平抛运动规律研
究 

a-t图像、牛
顿定律的应

用 

磁化、电磁感应、
感应电动势、感

应电流方向 

人造地球卫星的 
运动 

描述圆周运动
的物理量 

7 涡流 
带电粒子在
电场中的直

线运动 
人造地球卫星 

电容、电感在交
流电路中的作用 

水平面上的弹
簧问题（有摩

擦） 

8 
连接体模型牛顿
第二定律的应用、
整体法和隔离法 

电场线分布、
电场强度大
小、电势高

低判断 

电路分析、闭合
电路欧姆定律应

用 

φ -x图像电性判
断、电场强度大
小、电势高低判

断 

含容电路（闪
光灯） 

9 霍尔效应 
弹簧模型、
动能定理综

合应用 

相对运动问题、
牛顿第二定律结
合运动学公式的

应用 

连接体平衡问题、
弹性势能与机械

能守恒定律 

电磁感应（多
过程） 



           3.高考物理选择题考点分析 

1、物体的受力分析及物体的平衡(连接体问题的分析) 

2、运动和力的关系及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曲线运动(抛体和圆周) 

4、万有引力的应用,卫星的稳定运行和变轨问题 

3、运动图像（含相遇、追击问题） 

5、电场的概念及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含库仑定律、电容器） 

7、磁场的概念及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或在复合场中的运动（含安培力） 

8、电磁感应中楞次定律及电磁感应定律的考查、自感现象、涡流 

9、描述交流电的物理量、变压器、远距离输电（含电感电容对交流电的影响） 

6、电路分析及传感器原理应用分析 

10、功能关系的综合分析 



     选择题除少数题外，一般均为中低档题，选三个选项的要格

外慎重，确实拿不准的选项宁可不选！解答选择题的常用方法： 

⑴直接判断法； ⑵淘汰排除法  ⑶逆向思维法 ⑷归缪法，反证法；  

⑸概念辨析法（对题目中易混淆的物理概念进行辨析，确定正误）； 

⑹推理法； 

⑺赋值法（有些选择题展示一般的情形，较难直接判断正误，可对题

设条件先赋值代入检验，看命题是否正确，从面得出结论）。        



    选择题存在着凭猜测答案得分的可能性，我们称为机遇

分，如四选一型，当遇到不能肯定选出正确答案的题目时，千

万不要放弃猜答案的机会，先用排除法排除能确认的干扰项，

如果能排除两个，其余两项肯定有一个正确答案，再随意选其

中一项，这就意味着你答对的概率为50％，如果放弃就等于放

弃了这50％的得分机遇。即使一个干扰项也不能排除仍不要放

弃，四个选项中随便选一个，得分的机遇率仍有25％. 

 



选择题解题点津 

        ①非计算型选择题－－紧扣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

充分利用题中所给的信息，分步筛选、淘汰、推理排除，特例验证
等代入选项。 

 

        ②对于计算型选择题，切忌“小题大作”，要充分利用已知条

件（不用再推导的），采用极端法、等效法、守恒法、代入法等进
行巧算。 



高考物理实验题 
 

分析及应对策略 



江苏高考近5年物理实验题考点分析 

题号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0 

螺旋测微器的
使用和读数、
伏安法测电阻
电路连接、实
验改进方案 

测电源的电动
势和内电阻/作
图像、数据计
算、实验基本
操作 

探究金属电阻
的阻值R随温
度t的变化关系
/器材选择、电
阻箱使用、作
图像、数据分
析 

探究恒力做功
与物体动能变
化 /基本操作、
纸带速度计算、
作图像、数据
分析 

测电池的电动
势和内阻（安
阻法，连线、
读数、描点作
图、数据处理） 

 

 

 

11 

力的合成平行
四边形定则、
实验操作、实
验现象分析、
误差分析 

电磁阻尼研究、
实验基本操作、
现象分析、数
据分析和计算 

验证机械能守
恒定律/操作过
程、长度测量、
数据计算、误
差分析和改进
设计 

温控装置 /器材
选择、实验操
作、用多用电
表判断故障、
实验步骤 

测重力加速度
（利用验证系
统机械能守恒
的装置，考查
误差、操作、
及数据处理） 



1、仪器的使用与读数 

2、力学考查探究，电学考查设计 

3、图表（描点作图）、数据处理 

4、器材的选择（电表、滑动变阻器等） 

5、电路的原理图及实物图连接 

6、误差分析或评价（改进意见） 



1、各种仪器、仪表的读数一定要注意有效数字和单位； 

2、实物连线图一定要先画出电路图（仪器位置要对应）； 

3、各种作图及连线要用铅笔（有利于修改）； 

4、设计性实验重在审清题意，明确实验目的，联想有关实验原
理。一定要强调四性。（科学性、安全性、准确性、简便性） 



①对基本仪器的考查： 

       刻度尺、游标卡尺、螺测微器、天平、秒表、打点计

时器、弹簧秤、安培表、伏特表、万用电表、滑动变阻器
、电阻箱等。 

②用“学过的实验方法”“用过的仪器”进行新的实验。
也要注意课本上的演示实验。 

实验题解题点津 
把握原理做 



   在高考中，学生最怕“设计型实验”。其实，设计
型实验尽管是要学生自主设计一个教材中没有的新实验
，但所运用的原理、方法、器材都来自于平时的学生实
验。这就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弄清楚每个学生实验的目
的、原理、设计思想、步骤以及数据分析方法、故障的
检测与判断、误差的分析等，并可拓展到课堂演示实验
如果考生能对课本上的每个实验都了然于胸，那么设计
型实验将不再是难题。 

“情在书外，理在书内” 



高考物理选做题 
 

分析及应对策略 



1、选做题为三选二，按照自己的选学内容答题，千万不要做错
位置！ 

2、选修内容每个模块题目分三个小题，分别为选择、 填空和计
算，一般不会出现难题，但要注意解题规范，尽可能不无谓丢分。 



选修3—3部分： 
（1）分子动理论； 
（2）气体的性质；（16年增加了饱和汽、饱和气压、湿度） 
（3）固体和液体；     
（4）热力学第一定律、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选修3—5部分： 
（1）动量、动量守恒定律、（18年新增动量定理）； 
（2）波粒二象性、物质波； 
（3）原子的模型、氢原子的能级结构、 能级公式；  
（4）原子核的衰变、原子核反应、衰变与半衰期、核力与结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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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考 物 理 计 算 题 
 

分析及应对策略 



高考计算题考查的重点: 
（1）电磁感应的基本规律（注意与其他知识点的结合） 
（2）运动和力的关系；用能量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注意连接体问题的分析） 
（3）带电粒子在电、磁场（复合场）中的运动 

    

注意命题立意时的热点: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时代性和实践性；关注科学技术和
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江苏高考近5年物理计算题考点分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3 电磁感应 

倾斜轨道 

电磁感应 

磁共振检查 

（求R、E、Q） 

动生电动势的计
算、电路计算、
万有引力公式的
应用 

感应电动势和感
应电流的计算、
力学问题、电功
率的计算 

安培力作用下的
力学问题（磁场
问题）（貌似电
磁感应问题） 

 
14 

带电粒子在匀
强磁场中的运
动 

离心机械 

（圆周运动、多
对象、弹簧） 

共点力的平衡、
运动的合成、动
能定理的应用 

连接体问题中的
平衡、动摩擦因
数、动能定理的
应用 

力学综合体（滑
轮、平衡、系统
能量问题） 

 
15 传送带 

相对运动问题 

质谱仪 

（求m，电压U

的范围及调节次
数） 

回旋加速器中粒
子最大动能的计
算、运动时间的
计算、分布范围
分析 

质谱仪粒子在电
场中的加速和磁
场中圆周运动、
极值分析 

磁场综合题（纯
磁场、多过程、） 



1. 要指出解题中的研究对象; 

2. 要习惯准确地画出受力图/运动过程图/电路图/平面图/轨迹图等; 

3. 明确指出物理过程的初末状态; 

4. 规定正方向/势能零点;  

5. 使用物理规律的名称和条件; 

6.  从题意中判断出的隐含条件或临界条件; 

7. 解题中说明自设字母的含义;  

8.  对题意要求的结论性语言要确切地回答。 



①咬文嚼字，认真读题 

②明确要求，抓住关键:  明析物理过程，建立物理模型，
切忌“想当然”，谨防思维定势。 

③深入挖掘，化隐为显:   细致审题，联想迁移。 
④提炼信息，巧妙转换: 

    将复杂过程巧妙分段转换为我们熟知的而又易于解决
的模型来考虑。 

计算题解题点津 



⑤严密科学、准确规范，“减少无谓丢分” 

      用语的规范化，有效数字和单位的规范化，解题格式的

规范化:如画受力图、运动过程图、等效电路图、立体图转

化平面图、运动轨迹图，图像等，不能“来历不明”“心
照不宣”,要“明明白白”! 

⑥对待所谓高难题宜实施“分段得分”“大题拿小分”
等策略。 

计算题解题点津 



三、应试技巧与应试心理 



一、尽快进入程序化思维状态 

看完题目自问3个问题： 

1、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什么？ 

2、一般解决办法是什么？ 

3、我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二、一定要细心审好题，看题要慢，弄清物理 
    过程后再着手做题 

如遇熟题，题图似曾相识，应陈题新解； 

如遇陌生题，题图陌生、物理情景陌生，应新题老解  

提高审题正确度做法： 

边审边画词、边审边画图、边审边列式； 

审运动特征、受力特征、过程特征、能量特征 

⑴认真细致，全面寻找信息         ⑵咬文嚼字，把握关键信息  

⑶深入推敲，挖掘隐含信息         ⑷分清层次，排除干扰信息 

⑸纵深思维，分析临界信息         ⑹求异思维，判断多解信息 



审题关键词“陷阱” 
1、“主观臆断”：答非所问 

2、“矢量方向”：速度、加速度、力和场强等 

5、“功的正负”：克服某个力做功 

4、“对象”：如求焦耳热时发热的对象、力的作用对象（谁对谁的力？） 

3、加“牛顿第三定律”：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7、“单位”：交流电瞬时值表达式 

6、“有效数字”：几位有效数字 

8、“其他”：光滑或粗糙、一定或可能、最小或最大、至少或 至多、导体或绝缘
体、水平面内或者竖直面内、物体在圆环 的内侧或外侧、在管道内或套在环上不
计阻力、不计重力、不计电阻、匀速、缓慢、恰好、轻轻地、物体是否与弹簧相连、
轻绳、轻杆、轻弹簧、轻质活塞、通讯卫星、理想电表、电表的阻值是准确值或近
似值、带电粒子或带电微粒等。 



三、把握答题速度与正确率的平衡点，争取一次成功 

1、整卷掌控（发卷后5分钟时间，应先浏览全卷）、得分最大化：除了卡住的

地方尽可能得全分、多得分，先易后难，立足基本分 。 

2、基本按题号去做，若答题受阻（卡住），则暂壮士扼腕，绝对不能花过多

时间，将能做部分做好，争取更多时间做其它容易做的题而更多得分，待全部

能做的题目做好后，再来慢慢解决它（此时解题的心情已经会相对放松，更易

发挥）。  

3、卡住的地方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再来查找是卡在物理知识点？新情景？特

殊物理方法？还是数学？如果不会做的题较多一些也不要急躁，我难他更难，

但我更不慌，新题当作陈题解；我易他也易，但我更细心，陈题当作新题解。  



一．要有坚定的信心，切记“我能行！”、“路就在脚下”。拿到试卷注意力放到会
做的题目上,不要去注意那些很少的自己可能有问题的题目上。 

1、考前5分钟阅读试卷后调整做题次序 电学实验题和压轴题滞后，提高得分效率 

2、慢审题 ，早入境 ，快解题  分析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3、分点 ，分步 ，分层展示思维过程 忌连等式和非原始方程 

4、选择题答题策略 多选题宁可漏选而不要错选 

5、我难他更难，新题当作陈题解 我易他也易，但我更仔细，陈题当作新题解 

排除法猜测 

二．具体做法 

应 试 心 理 



四、考前任务 



       在考前阶段必须完成以下几方面任务： 

      1．回归课本，查漏补缺，夯实基础 

           物理考查的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所以在备考

时必须夯实基础，注重落实，而回归课本，查漏补缺，对所

学知识进行系统化梳理，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落实基

础的必由之路。最后阶段对书本上的非主干知识、阅读材料

（尤其选修3－3、和3-5）要细细地过一遍。 



   2．精选习题，强化训练，提高能力 

 考前每日要做适应性的训练，多思考，勤归纳，优化

解题思路，多做审题、答题的规范训练，提高解题

能力和应试技巧。要注意论述计算题解答的完整性

和规范性。 



       3．重视实验复习，培养创新能力 

           实验在物理试卷中占18分，在高考备考的冲刺阶段要系统地复
习实验操作技能，掌握实验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尤其要重视力
学探究性实验和电学实验的设计和创新。 

 

        4．注重主干知识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归纳 

   熟悉关于运动和力、功和能、电磁感应、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
的运动的问题的分析思路，注意解题时运用什么样的物理规律与数
学方法，小心解答过程中的一些易错环节！ 



一、要纵览全卷，忌开卷即答； 

二、要先易后难，忌从后向前；  

三、要仔细审题，忌思维定势； 

四、要理性考试，忌贪多求全；  

五、要充满自信，忌情绪考试；  

六、要分步作答，忌一步到位；  

七、要规范答卷，忌书写混乱。 

总结：“七忌七要” 



2019年成功属于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