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物理学法指导

高中物理是一门知识结构紧密、重视记忆与理解的学科。有很多同学反映上了高中以后，

最难学的学科就是物理了。有一些同学从初中迈入高中，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被大跨度

的初、高中衔接弄晕了，误以为自己不是学习物理的“料”，而中途放弃。其实，只要掌握

科学的学习方法，物理是很有乐趣、很有挑战性、很有成功感的一门学科。

作为一名物理教师，我认为在高一就学会一个正确的物理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情，它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书本上的知识本身。那么，高中物理学习的正确方法有哪些呢？

一、重视知识结构

高中物理从知识角度分为五个板块：力、热、光、电、原子。进入 2010 年以后，辽宁

省高考将物理分为必考部分与选考部分。必考部分为力学和电学，热、光、原子部分进入了

三选一的选考部分。选考部分相对来说各有其独立的板块结构，学生只要选择其中一个适合

自己兴趣与理解的部分作为主攻方向即可。必考部分就只有力学和电磁学了。

解决力学问题的基本途径在必考部分中有两条：一是动力学途径：牛顿运动定律与匀变

速直线运动、圆周运动等公式联合解题 ；二是能量途径：动能定理、机械能守恒定律、功

能原理、能量守恒定律。这两条途径贯穿了必修一和必修二两本书。

电磁学主要包含：电场、恒定电流、磁场、电磁感应、交流电。而解决电磁学问题又离

不开受力分析、功能关系，实质上，力学的基础很重要，只要高中入门的力学学好了，高二

的电磁学是轻而易举的。

同学们要学会用多种方法总结已经学习过的知识的结构。比如，用自己的语言写一篇小

作文，阐述自己对这一章的知识结构与内容的理解。进入高一下学期以后，熟练了总结，就

可以不再写作文，而是画知识树状图，或者画知识结构方块图。

例如：高中物理必修一的“直线运动”部分的主树干图。（见下页）

这里面同学们可以继续画各个枝叶，将主要知识点，包括概念、定律、公式、结论、典

型题等等填到里面。

重视知识结构，有利于知识结构完整，鲜有知识漏点，有利于在正常遗忘周期发生后，

拿起笔记就能迅速、准确、全面地回忆起老师讲过的所有重点知识，有利于高三总复习，迅

速切入当年新学知识时的熟悉状态。



二、重视及时反馈

及时反馈，会保证在初学知识后，通过来回咀嚼达到熟练，能够有效抵抗遗忘，提高

学习效率。为保证学习效率高，应该学会以下方法进行反馈：

背诵该记忆的部分。有同学总以为物理是典型的理科，充满了逻辑推理和数学计算，

怎么还用背诵呢？而事实上，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模型，如果不能流畅地背诵，别

说处理难题，简单题都会用错公式、模型。物理中有很多物理量都有多个表达式，这些表达

式的适用条件都必须烂熟于心。每堂课结束后，都必须背诵课堂笔记，将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基本模型背熟练了，将课堂例题重新演练一遍，仔细揣摩老师课上教授的解题方法才能

“举一”，进而“反三”，非常必要。这也是对课上内容理解程度的一种反馈。

精做练习题。习题训练能够熟能生巧，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提高速度。而做练习题

的过程也是对自己课堂听讲效率的反馈，对该记忆的部分背诵的熟练程度的反馈，试想，上

课没听明白，课下公式还没背熟练，做题怎么会又准又快呢？选的练习题不要太杂,要精,

质量要好,题目要出得精辟才有用的。练习册要选择答案最详细的，好的练习册连填空选择

题都给解析，可以先看看目录,再翻看一下题型,根据自己的水平和需要去选。

科学地处理错题。每位同学都会遇到错题和不会的题，怎样科学地处理，不是所有学生

都会的。有些同学喜欢看例题，尤其喜欢看像《题典》一类专以例题讲解为主的练习册，而

这部分学生中有一些是根本不会科学地看例题的，物理题往往难就难在一个拐点上，如果有

人一旦提示一点点，所有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例如洛仑兹力习题中的轨迹确定，只要瞥一眼

图，立刻就会做题，但如果没人提示，靠自己去分析，就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甚至解不出来。

有些学生从前往后看了一遍题，就认为自己会做了，过了几天，再把答案遮上，重新做，发

现怎么根本不会呢？原因就在于当初看的时候应该挡住答案，自己独立做，经过思考后还不

会做，再去看答案，过几天再重新独立做一遍。这就是一种反馈，表达了当时自己是否真正

弄懂了这道难题。没有经历思考，不会感悟这类物理题的考点，指望在题海中漫游，靠背诵

各种各样的题来提高成绩根本不现实，因为高考是百分百的新题。所以，独立思考，不会的

题和错题来回揣摩，及时反馈，才能发现自己的漏点，进而修补，达到把握规律的境界。

总之，重视知识结构与及时反馈会提高物理学习的效率，悟物穷理，祝大家物理学习

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