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冰箱刚拿出的饮料瓶外为什么有
水珠？

胡锐认为，物理知识来源于自然和生
活，初中生已具备了许多生活经验，其中
就包含大量与物理有关的现象。如先看
见闪电后听到雷声、压水井手柄越长越省
力、骑车上坡走S形省力等。复习时一定
要结合事例理解掌握物理原理。

在复习杠杆应用时，首先想到阿基米
德曾说过，给他一根足够长的杠杆，能把地
球翘起来。问一问：“这可能吗？为什么？”
想想家中门的把手为什么安在门边缘处？

说出老虎钳子、钓鱼竿、天平等如何运用杠
杆平衡原理？使用的理由是什么？

“很多物理知识就在身边，要善于从
生活中观察现象思考问题，培养学习习
惯。”胡老师举例说，复习液化知识时，观
察从冰箱刚拿出的饮料瓶外有水珠的现
象；观察烧开水从壶嘴向外喷“白气”的现
象，为什么离开壶嘴一段距离才看到“白
气”？晨雾是怎样形成的？蒸馒头冒“白
气”和冬天口中呼出的“白气”是否一样？
多想想，可以感知到物理知识其实就在身
边，使思考有针对性。

掌握应试技巧
突出关键词
最重要的要点放前面

忽略考试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要求，缺乏应试的技能和技巧。龚老
师说这是部分中考生的主要弱点。

他分析说，从前几次模考中，一些
学生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对基础知识掌
握不扎实，理解不准确；知识体系不完
整；阅读、审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综合
运用知识及提取信息能力不够；答题找
不到切入点，抓不住问题的关键和实
质，不能很好把握出题人的意图，因此
很难得高分。

“在应试技巧上，考生要注重审题，
要把主干知识和最原始的知识挂靠起
来，答题要突出关键词。”龚老师强调，
学生在后期要加强答题思路、技巧及方
法的训练，分析材料要全面，切忌受思
维定势与固有模式的误导，抓住材料的
中心思想，提高审题能力，答题时注意
语言的规范条理和层次，抓住关键词及
其他有效信息，把最重要的要点放在最
前面。

“酒驾”也有可能成考点
提醒：复习时紧贴社会热点，学会“对号入座”

近 年 来, 有 关
“社会热点”的试题
经常在中考试卷中
出现。这类“高起
点、低落点”试题有
利于考查考生的综
合素质。现在离中
考只有一个多月时
间，中考生经过前
几轮巩固双基、强
化做题、熟悉题型
及解题技巧等多方
面的训练，已对科
目必考点及重点、
难点等有了大致把
握。所以，后期复
习，要有意识多注
意与科目原理联系
紧密的社会生活常
识及时事题，学会
运用所学知识，提
高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

记者 唐善普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把教育概括为“教育即
生长，教育即生活”。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从
生活中学习”。

而贴近生活，使试卷有了现代生活气息，体
现地方特色和人文关怀，突出能力和素质考查，
正是中考关注社会热点的初衷所在。尤其是物
理、化学等学科的教育，比如通过“酒驾”考查化
合物中元素的化合价，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起
的核辐射污染，可考查最理想能源是什么等。
注重在具体情境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对此，联大初中部教学主管龚秋生提醒：考
生不妨多点“对号入座”，关注本地在经济、社
会、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情及身边小事，将其与
课本理论挂钩，对号入座，既要抓热点与知识点
的显性联系，又要发掘热点与知识点的隐性联
系，做多角度分析。

如长效热点的科学发展观，“两免一补”、
“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等可能会成为考试
重点。尤其是实际热点，如南海局势尤其要注
意，可从能源及形成（物理、化学）、主权（政治）、
所处位置（地理）、历史等多门学科上设题。

关注社会热点和生活实际是近年学科考试
的显著特点，越来越多的中考试题以现实生活
为背景材料，考查学生能否准确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问题。试题所用的背景材料虽在书
外，但其“根”却在书本中。

“学生要在熟练掌握书本知识的同时，关注
社会，关注自然，关注生活。”雪枫中学的李老师
认为，可从几点来体现。

首先，学会将生活语言转化为学科术语。明确
用什么原理去分析。其次，用所学知识去分析、思

考。比如，物理题在联系生活贴近生活上体现得尤为
突出，家电已成命题热点。考生要结合生活实际，注
意观察，把其中的物理原理搞清楚。用列表方式将常
见器材对应的物理原理、物理知识总结归纳。

“特别科学探究题中，要能简单描述其特
征，从中发现并提出问题，学会收集和处理信
息，对实验设计性题，能制订简单科学探究计划
和实验方案，并提出最优方法。”李老师强调，回
答时要建立在对材料的分析上敢说、敢写、敢思
考，有创新意识，有独特观点。

不妨“对号入座”
关注重大事情及身边小事

学会语言转化
材料在书外，“根”在书本中

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
提醒：把生活——物理——社会有机结合，贯穿在复习中“有不少学生

反映物理原理难
学，尤其在接触实
际问题时感到无
从 下 手 。 其 实 ，
物 理 是 以 观 察 、
实验为基础的学
科。复习时要巧
妙运用在生活中
的 感 知 ，加 深 学
习和理解。”初三
物理老师胡锐认
为 ，最 后 阶 段 复
习 ，学 生 要 在 熟
练掌握物理知识
的同时，学会从生
活走进物理，然后
再走向社会。

记者 唐善普

热点试题预测:
预测一、2011年，我国南方遭遇雨雪冰冻灾害。

交通、供电、通信、市场供应等受到严峻考验。
问：1．电线表面裹上冰凌后，电线被拉长、下坠，

塔架被压倒、拉倒，说明金属具有___性。2．人们向冰
冻路面撒沙子，作用是___。抛撒融雪剂使冰雪融化，
作用是___（填“降低”或“增加”）冰雪凝固点。3．汽车
紧急刹车时总是滑行一段距离才能停下，这是由于汽
车具有____；路面有冰雪时，轮胎与地面间的摩擦会变
___，汽车在紧急刹车后滑行的距离将比路面没有冰雪
时___。给司机驾车时提个建议：___。

参考答案：1．延展 2．增大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增大摩擦，降低3．惯性，小，长，冰雪路滑，慢速行驶

预测二、随着家庭轿车的普及，事故也越来越多。
当轿车不慎落水时要学会自救：一般3~5分钟车子才完
全沉入水里，这是宝贵的自救机会。由于车子头重尾
轻，最好砸破侧后窗；如不会游泳，可在腋下夹几个空塑
料瓶；常备砸门窗玻璃的锤子以备逃出。

问：（1）为什么3~5分钟后车子才完全沉入水中？
（2）解释把空塑料瓶夹在腋下的原因？（3）在水中为什
么不能用打开车门的方法逃生？

参考答案：（1）由于车里面是空的，平均密度比水
小，轿车受到的重力等于受到的浮力，能漂在水面。随
着水的进入，平均密度变大，当大于车受到的浮力时，就
会下沉。（2）空塑料瓶能增大人排开水的体积，增大浮
力，避免下沉。（3）车门受到水的压强是由外向里，并且
水的压强随深度增加而增大，从车里可能打不开车门，
耽误了逃生时间。

为什么要驱赶飞机场周围的鸟？
学习物理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

用物理知识解决问题既巩固已学知识，
也体验到自身价值，激发解决新问题的欲
望。

胡老师认为，学生要学会用不同的视
角关注社会存在的现象，寻求答案，培养
社会责任感。

复习“内能的利
用和环境保护”时，找
些酸雨危害的实例，

大气污染的程度数据，家庭对大气污染的
影响等。进一步思考所在城市空气污染
的来源、政府有哪些改善措施、对你有何
建议等。复习参照物和相对运动时，想想

“机场周围为什么要驱赶鸟”等。
“可用所学知识解决家里的实际问

题。如排除电路的简单故障等；改进家中燃
具，提高燃料利用率；研究电冰箱内外温差
与所耗电能的关系进行节能等。”胡老师说，
要做有心人，通过多样形式，把生活——物
理——社会有机结合，贯穿于复习中。

物理决胜中考

决胜中考

从生活走进物理

从物理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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