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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将教材内容与历年高考真题对照,注意挖掘教材中的例题、习题,呈现考点,从学生熟悉的教材例

题、习题入手,通过拓展与变式,以资料中知识交汇题型与教材中物理概念、物理规律、思想方法对照”等方面分析

在高三物理总复习过程中如何“回归教材”的一些做法,旨在以教材为主,充分发挥教材在复习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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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程高考侧重于对基础知识的考查,以对基

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为载体,注重对物理思想和方

法的考查,注重对物理各种能力的考查,注重展现物

理的学科价值和人文价值.在高考物理复习中往往

沉迷于“题海”战术,学生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各

式各样的复习资料而脱离了最重要的教材.这种舍

本逐末的做法,导致多数学生对物理核心概念不清、

原理不明、规律混乱,知识结构散乱无章,不会活用

教材,不能举一反三,翻开教材好像什么都懂,动手

做题时却没了思路.这是高考复习指导中的一大误

区.其实,源于教材,高于教材,是历年高考试题的真

实写照.高考万变不离其宗,依纲扣本,其中的“宗”

和“本”指的都是教材.教材的试题大多都蕴涵着丰

富、深刻的背景.实践证明,以课本为素材组织高考

复习,不仅不会影响高考成绩,而且是提高成绩非常

有效的途径.

1 将教材内容与历年高考真题对照 引导学生回归

教材

  通过对高中物理教材中主干、疑难、易错、易混

等知识点为抓手,对知识点自主进行梳理、整合,将
相关知识点连成线,建立起高中物理知识体系,重新

构建重要物理模型.让学生明白高考考什么,才能提

高针对性,减少盲目性.高考是对物理基础知识的考

查,要求既全面又突出重点,注重物理学科内在特点

和知识的综合.分析高考试题不难发现,一些重要的

知识点几乎年年必考,有的已经成为高考常规题,构
成高考试题的主体.那么作为教师,应先认知教材,

这个认知教材不是机械地罗列概念、公式、定理.一
是要着眼于查漏补缺,把教材的重点、学生的弱点作

为复习要点.二是着眼于学生认知结构的优化,不但

增加知识库的存储量,还要增强知识链的有序性和

可操作性.应该通过知识库,使得物理知识结网,浑
然一体,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具备从全局上驾驭高

中物理知识网络结构的能力,明确了这些才能在备

课中做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才能有效地开展复

习,做到让学生“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有许多高三

学生认为物理高考题与教材关系不大,喜欢做课外

资料.每到这时,在复习每章教学内容前,应该把近

几年的高考题与本章教材相近的原始题进行对照,

旨在启发、引导学生相信教材是高考试题的基本来

源,是高考命题的依据,大多数试题都是在课本内容

的基础上组合、加工和发展的,激发学生重读教材、

回归整理的兴趣.

2 注意挖掘教材中的例题和习题 呈现考点 引导

学生回归教材

  教材上的例题、习题都是几代专家多次筛选的

精品,具有一定的基础性、针对性、示范性和研究性.
教师应结合考纲,结合学生实际,剔除过难、过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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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时适当地拓宽教材,精心设计和挖掘课本例题

编出一题多解、一题多变、一题多用的例题,提高学

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例1】(人教版必修1P52图示改编)如图1所

示,两辆车正以相同的速度做匀速运动,根据图中所

给信息和所学知识你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

图1 例1题图

A.物体各部分都受重力作用,但可以认为物体

各部分所受重力集中于一点

B.重力的方向总是垂直向下的

C.物体重心的位置与物体形状和质量分布

无关

D.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

解析:选项A,物体各部分都受重力作用,但可

以认为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集中于一点,这个点就

是物体的重心,重力的方向总是和水平面垂直,是竖

直向下而不是垂直向下,所以选项A正确,B错误;

从题图中可以看出,汽车(包括货物)的形状和质量

分布发生了变化,重心的位置就发生了变化,故选项

C错误;力不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而是改变物体运

动状态的原因,所以选项D错误.

3 提高复习效率

  从学生熟悉的教材例题、习题入手,通过拓展与

变式,引入对新问题的探究,调动思考的积极性,提
高复习效率.

现在,高考物理复习资料五花八门,学生无所适

从,不少学生在复习中埋头苦练,拼命做题,往往是

事倍功半.必要的习题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要搞

题海战术.复习时要更多地注重“一题多变”“一题多

用”和“多题归一”,更多地注重抓题目核心,提炼反

映数学本质的东西.努力争取达到做一题,得一法,

会一类,通一片的收获.
【例2】(人教版选修3 1P22T3改编)如图2所

示,实线为某电场的电场线,虚线为该电场的等势面,

A,B,C是电场中的3点,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3点中,B 点的场强最大

B.3点中,A 点的电势最高

C.将一带负电的检验电荷从A 移动到B,电势

能增大

D.将一带正电的检验电荷从A 移动到B 和从

A 移动到C,电势能的变化相同

图2 例2题图

解析:电场线的疏密表示电场强度的大小,所以

3点中,A 点场强最大,选项A错误;沿电场线方向,

电势逐渐降低,A 点电势最低,选项B错误;将一带

负电的检验电荷从A 移动到B,电场力做正功,电
势能减小,选项C错误;因为B 和C 两点在同一等

势面上,所以将一带正电的检验电荷从A 移动到B
和从A 移动到C,电场力做的功相同,电势能变化

相同,选项D正确.
通过对教材中例题的变式练习和拓展引申,使

学生在参与探究过程中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还要分析具体方法中所包含的物理思想,通过

对具体方法进行再加工来提炼一般的物理思想方

法.加强物理思想方法的渗透教学,优化解题方法,

注重方法的点拨归纳,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4 注意资料与教材的结合

  以资料中知识交汇题型与教材中物理概念、物
理规律、思想方法对照,引导学生回归教材.
  高考物理复习要回归教材,并不是说拘泥于教

材,并不是要否认其他复习资料的作用,而是如何把

资料和教材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生能把资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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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题在教材中找到对应的物理思想、物理规律和

解题方法,熟练地从实际情境中提炼出物理模型,突

出建模能力的培养;让学生相信,只有扎实掌握教材

中的知识点,才能解决相关问题,引导学生回归

教材.
【例3】(2016年高考全国卷Ⅰ)如图3所示,一

带负电荷的油滴在匀强电场中运动,其轨迹在竖直

面(纸面)内,且相对于过轨迹最低点P 的竖直线对

称.忽略空气阻力.由此可知(  )

A.Q 点的电势比P 点高

B.油滴在Q 点的动能比它在P 点的大

C.油滴在Q 点的电势能比它在P 点的大

D.油滴在Q 点的加速度大小比它在P 点的小

图3 例3题图

  本题从表面上看是考查匀强电场中的电势、电

势能、电场力做功等基本内容,其实关键是考查建模

能力,学生们只有建立起类斜抛运动模型,才能确定

匀强电场的方向,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教

师们有必要引导学生对斜抛运动模型进行重新构建

和深层分析.
首先,借助图4,引导学生分析归纳出斜抛运动

模型的主要特点:

(1)质点只受重力作用;

(2)初速度方向与重力方向不在一条直线上;

(3)轨迹为抛物线;

(4)轨迹、速度大小、时间关于轴线对称,轴线为

过最高点的竖直线.

图4 斜抛运动模型

其次,着重要引导学生分析出题目中隐含的类

斜抛运动条件:油滴受到恒力作用(重力和电场力);

轨迹为曲线且相对于过最低点P 的竖直线对称.
最后,引导学生建立模型,其建构和受力分析过

程如图5所示.

图5 类斜抛运动模型建构过程

  借助斜抛与类斜抛运动模型的重新构建和特征

分析,学生对该模型及相似的平抛与类平抛、竖直上

抛与类竖直上抛运动模型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5 结束语

在回归基础的过程中,仍要重视学生认真审题、

规范答题习惯的培养,引导学生关注审题、答题的细

节,掌握必要的答题技巧等.总之,教材是几代人集

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指导性、规范性.
复习时回归教材,就是抓住教材基本点引出高考物

理制高点,注重例题、习题所具有的普遍性知识、思
维方式与方法,既能深挖例题、习题的示范作用,又
能熟练掌握解决物理问题的一般方式、方法,更能轻

松解决某一类问题.教师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充

分感悟教材的编写意图,积极开发教材的潜在功能,

创设问题链情境,探索问题的引申、推广、拓展、变
通,开展高考复习中的研究性学习.这不仅能使学生

跳出“题海”,又能巩固基础知识,掌握教材思想方

法,深化教材的本质内涵,更为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

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在平时教学中

要用好教材,到了高三复习阶段,也要以教材为主,

充分发挥教材的作用.通过各种方法回归教材,有针

对性地帮助学生提高考试大纲规定的能力,为实现

其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国家和时

代需要的人才,也体现提高高中物理核心素养的课

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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