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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物理总复习,在整个初中物理教学中有着

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总复习的过程,不仅是

对整个初中物理知识进行系统全面梳理的过程,而

且是学生进行知识的重组、整合,实现知识和能力再

提高的过程,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让所学的物

理知识连成线、织成网? 如何提高复习的效率,取得

显著的教学效果,让学生轻松面对中考,取得良好的

成绩呢? 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大家分

享一下在提高初中物理复习效率时的几点做法,供

大家参考.

1 明确目标 让学生有的放矢

教师要深入研究课标,熟悉每一章的考点,熟悉

该考点在考试中的要求,只有教师熟悉课标的要求

才能引导学生明确复习的目标,避免学生在总复习

过程中缺少目标意识,没有方向感.新疆兵团的中考

说明指出容易题、较难题、难题比例为8∶1∶1,所以

在复习过程中,教师要抓住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训练,不要出现钻牛角尖的现象,个别教师常常会在

一些难题、偏题上花过多的精力与时间,造成复习的

效率十分低下.因此在总复习课上首先应将中考中

关于这一章的考试纲要采用多媒体等方式投影出

来,并在教学中将其分解细化,如果本年度的考试纲

要还没出来,则以上一年的纲要为准(实际上每年中

考的考试纲要变化都很小),此外,在复习课上还应

让学生及时了解教师的复习计划、复习思路.这样做

学生可以及时知道在这一章该学些什么以及学到什

么程度,产生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感.离开了教师,离
开了课堂,学生在课下也知道该做些什么,怎么做,

做到什么程度,并且也能积极与教师的复习指导进

行主动配合.这种目标意识实际上对学生复习主动

性的塑造十分有益,并且也能有效地避免钻牛角尖

或者用力过于平均等降低复习效率的现象出现.

2 多渠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动力十足

  复习课好多教师和学生感觉到没有多大兴趣,
那么在复习课中究竟如何激发学生久违的兴趣呢?

其一,教师将讲台让出,让学生来总结、交流.在
复习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让学生动起来,如果学生被

动地跟着教师的思路,虽然教师讲得滔滔不绝,但总

有部分学生会听着听着进入了梦乡,还有部分学生

即便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眼睛合上,但思维已经停止

了,或者想别的、干别的.我们不难在教学中发现,有
些知识点教师强调了几十遍,可学生就是答不到试

卷上,原因何在? 不是教师的水平问题,是学生的关

注点不在此,正所谓心不在焉.
复习课每节课笔者都设计这个环节,让学生由

台下交流到台上讲解,由10min,15min分钟到20
min,由刚开始的读、说到后来的应用多媒体、投影

仪、实验演示等都由学生来做,无论是学习好的还是

学习差点的,大家渐渐投入到复习中来.学生喜欢挑

别人的毛病,补充别人的缺漏,讲别人不知道的规

律、方法,讲解典型的例题.一节课不知不觉在他们

的补充、辩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声中结束,收效

很好.当然,教师在教学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在学

生争论不下时,偶尔做评判.
其二,通过二次实验让学生真正“温故而知新”,

让学生既有新的收获又不致于感到乏味.这里所谓

的二次实验是指将课本中的基础实验加入一些新的

内容再重新做,当然考虑到时间的因素,二次实验应

该是将同一单元的一系列实验集中在一起做,这就

要求教师在备课中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但与教

师一味在课堂上多遍低效的讲解相比,毕竟有事半

功倍的区别.
其三,教师在教学中应广泛联系生活生产实际

和社会热点问题,增强学生对物理知识有用性的了

解,增加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感性认识,同时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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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兴趣.深化对课本知识的认识,而且这种做法

也刚好与中考命题的思路相吻合.比如,为什么傍晚

时家里的灯会变得暗一些,外面的人看汽车里的人

看不清而里面的人看外面的人很清楚等,像这样一

类学生感兴趣的但课本上又找不到的案例比比皆

是,当然教师要注意平时的积累.
其四,把班级的学生按照成绩好和中下相结合

的方式,分成若干小组,一般4人一组,发挥组长的

作用,在概念复习和选择题复习时,可以每隔几节

课,来一次概念和选择题抢答,要求每组的成员都要

参加,成绩好的组可以适当奖励,这样学生在做游戏

的过程中学了物理知识,学生们兴趣很高.又如,在
计算题的复习过程中,教师可以整理几个题,给大家

一节课的准备时间,组里成绩弱的学生可以在组长

的帮助下把不会的题赶紧问会,等到下节课,老师让

每个小组里的每个同学抽一个题在黑板上做,做对

一道记10分,组里的同学每人只能上黑板一次,大
家公平竞争,看最后那个组的成绩最好,这样做每个

同学都可以得到锻炼的机会,而且同学们学的兴趣

都很高,也都期盼着下节物理课的比赛.同学们课下

的学习兴趣自然就高了.

3 注重学习方法引导 让学生在复习中有章可循

前面两条措施让学生确立了目标,重新产生了

兴趣与动力,接下来则要解决复习中的方法问题了.
在总复习中,首先从大的策略来看:不同章节用力轻

重应该有所不同.初中物理中有些章节,比如声现

象、热现象、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电磁波等内容属于

识记加初步应用的知识,学生在复习中稍加点拔即

可顺利过关,因而在复习中用时宜短;而力学中的质

量和密度、浮力压强、电学中的欧姆定律、电功电功

率等内容属于理解性内容,对逻辑推理等抽象思维

能力要求较高,因而在总复习中用时要长,这样做可

以有效避免学生在复习中用力过于均匀,该用力的

地方没用力,而不该用力的地方花了大力气,从而提

高他们的时间利用率与复习效率.其次从小的方面

来看,对学生的自主复习宜加强方法指导,比如对有

些整体性比较强的章节,如电磁学、光学等,在教学

中教师宜将该章知识体系形成框图化、网络化,形成

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便于学生在自主复习中

梳理总结,从而做到手中有纲心中不慌.具体实施时

应该先让学生对全章内容进行浏览复习,然后由师

生共同进行梳理总结并形成复习网络.又如在教学

中广泛采用对比法来增进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而且这一做法对提高学习效率也很有帮助,例如在

声一章中对音调、响度、音色3个概念笔者就采用了

对比方法,让学生分别从定义、人听的感觉差异、决
定因素及其对应实验等多个方面进行对比.再比如

对有些比较难的章节在习题中注重一些解题方法的

归纳,例如电功率一章是学生普遍感到头疼的内容,
在教学中笔者就要求学生一定要抓住明显不变与明

显变化的物理量,并以此为根据来选择公式和解题

途径.又如浮力一章中,学生对何时用浮沉条件何时

用阿基米德原理解题感到十分困惑,于是在教学中

总是要求学生首先一定要根据所给条件优先判断物

体在液体中的初始状态,然后再确定用哪种方法,这
样坚持下来学生养成了习惯,再解这类习题时就不

会出现胡乱套公式的现象了.

4 “精选”“优选”习题 让学生脱离“题海”轻装上

阵

  笔者的做法是在平时新授课的教学中,将一些

复习资料上针对教材中不同知识点进行考查的、比
较新颖的习题分门别类摘编下来,并且按考查的能

力层次分为A,B,C3个类别,以后每一年等新一年

的中考试题汇编出来以后,只要进行适当的更新或

增加即可.然后在总复习课中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可以根据教学需要随选随用,也可随机编选一份试

卷进行检测,这样做一方面可有效扩大复习课的课

堂容量,省心省力,另一方面因为将试题分成了不同

层次,在复习中可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要,避
免一部分学生“吃不饱”,而另一部分学生又“吃不

了”的困境,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原有的知识层次上

有所提高.此外,笔者还十分重视根据中考命题动态

进行自编习题,其实自编习题做起来并不难,首先自

己应站在命题者的角度去思考,然后从3个方面入

手:其一,要注重搜集学生实验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

非主要的干扰因素,这些细节在新授课中教师往往

为了顺利完成教学内容而将其忽略,但它们往往是

命题者所喜欢命题的内容;其二,及时利用网络并结

合学生身边的实际去搜集一些能够体现教材中知识

的实际素材,比如太阳能设备、电工设备、机械设备

等等,将其有机地与教材中的物理知识揉合起来并

形成相应的习题;其三,注重将一些原有的较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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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试题进行适度合理的改编.

5 因材施教全面提高  

总复习教学目标的制订,不仅要紧扣大纲,还要

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两年的物理学习,学生必然

参差不齐,要使每个学生通过总复习有所收获,有所

提高,一定要根据不同层次学生分层次制定教学目

标.如在复习有关电功和电功率的知识点时,出示了

下面一道习题.
一个灯泡标有“220V,40W”字样,问:
(1)这些字样的含义是什么?
(2)该灯泡正常工作时通过的电流有多大?
(3)该灯泡正常工作时灯丝的电阻有多大?
(4)该灯泡正常工作1min,通过的电荷量为多

少?
(5)1度电可供该灯泡正常工作几小时?
(6)该灯泡正常工作8h消耗电能多少焦? 合

多少度电?
(7)当把该灯泡与标有“220V,60W”字样的

灯泡串联后接入220V的电路中,两灯泡的实际功

率多大? 哪个亮些?
(8)为了使该灯泡接入380V的电压后能正常

工作,应怎么办?

要求中下学生做出前6问就行,中上学生全作.
这样既提高了中下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解决了吃

不了和吃不好的问题,使全部学生在不同要求下都

有所提高.

6 加强心理辅导 帮学生竖立信心 克服倦怠心理

进入总复习阶段,班级里两级分化往往十分严

重,一部分基础比较薄弱,成绩比较落后的学生往往

已经处在对学习是放弃还是不放弃的临界状态,心
情上往往十分矛盾,此刻教师的态度对学生则显得

至关重要,如果教师对他们放弃了,那么学生的成绩

必将一落千丈,而且在班级里也会造成很大的负面

影响;而另一部分中等层次的学生,想学的意愿仍比

较强,但由于任务艰巨、科目繁多,往往觉得千头万

绪、无从下手,极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如果教师不及

时加以疏导,这一部分学生也很容易迅速地掉队.由
此可见,在总复习阶段,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帮他

们树立信心十分重要.

7 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多媒体的运用为教学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在课堂教学中,合理借助多媒体技术,把一些抽象的

概念用生活中形象的画面展现在学生面前,可轻松

引领学生进入直观、形象甚至模拟的场景,学生犹如

身临其境,必将促使学生用多种感官去学,同时也在

玩中学,动中学,乐中学,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

趣和课堂教学的效率.例如,在学习电流与电压的形

成、磁场概念、光学中的显微镜、望远镜、分子的运

动、原子核的裂变与聚变等内容时,初中学生往往很

难理解,这时如果凭借现代化手段,利用多媒体制作

相关课件,模拟这些物理现象过程,或上互联网收集

相关资料并下载播放给学生观看,就能便于学生理

解,这样在让学生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也让学生感

受到了学习物理的乐趣.

8 加强物理实验内容的复习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近几年新

疆兵团的中考实验题占30% 左右,是很重要的一个

考查项目.中考实验题探究题,既考查各种基本仪器

的使用,又考查学生实验操作的水平和综合运用知

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复习中就要将实验

归类,把所用仪器相同或接近的实验同时复习,对照

比较它们使用上的异同点,便于加强记忆;再将一些

常见的典型实验,如“伏安法测电阻”“测小灯泡的额

定功率”等,从所需器材、实验原理、实验电路图、测
量方法等方面进行列表,通过对照比较,反复操作,
加强记忆.此外还要注意训练学生对实验现象和结

果的表达能力,对实验结果的表述一定要准确,一般

都要和课本上的完全一样.
当然,在复习的后阶段,还要注重各种信息的收

集、筛选、整理并及时反馈给学生,同时要不断调整

学生的心理和应试状态,使学生的实际更切合于中

考.复习备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根据新情况,及
时调整复习策略,把物理总复习工作做得更切合实

际,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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