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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学习 专版

联大个性化教育中心中
学一对一名师辅导的学员，在
联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前后对
比，成绩和心态如何呢？记者
采访了两名学员。

物理成功案例 九年级
学生程同学，月考 67 分，“欧
姆定律”的知识点“学得一塌
糊涂”。唐老师与其沟通后
发现，她不知道对做过的题
归纳总结，拿到题只管埋头
做，不懂分析，哪怕相似的题
重复做都发现不了，典型的
学习方法不对。唐老师通过
讲解基础知识，选择代表性
的题做，通过对比分析，并反
复强调做题时“停一停，想一
想”。结果是，程同学这次考
了86分。

化学成功案例 九年级
学员李同学去年到联大模
具校区时，化学入学成绩 33
分（总分 50 分）。沟通后发

现，该生不主动问问题，学
习习惯不好，自控力差，不
会整理错题，复习巩固的习
惯及做题方法不正确，对知
识点的运用能力欠佳。为
此，联大制订了针对辅导方
案：对考试热点、易错点、解
题思路及技巧进行提炼点
拨；根据自控力差的情况，
每次课前检查方程式及化
学零碎知识点的记忆，达到
熟练掌握；必须在校区写完
当次作业；课下要求及时整
理课堂笔记及错题并于下
次课检查；根据学习进度及
课程规划定期测试，及时向
家长反馈成绩，及时调整辅
导方案。一段时间后，李同
学的学习主动性增强，能够
主动学习、发问，并能自己
整理错题集、笔记，经常复
习汇总。中考时取得了 46
分（总分 50 分）好成绩。

到联大个性化
把成绩“涨”起来

联大个性化名师
物理化学拿高分“真的很容易”
想学好初中的物理和化学，可以试试联大教育集团三位老师的“锦囊妙计”

对于初中生来说，物理和
化学是中招考试的科目，
但因为分值没有语数外
等科目的分值高，往往存
在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
不重视，二是想学好却因
为时间短、初接触等原
因，感觉很难学好而想放
弃。“这两种倾向都是非
常错误的和有害的。”联
大教育集团个性化教育
中心执行总监范巧燕提
醒初中学生：物理和化学
两科，首先是中考的必考
科，所以必须要学好；再
则，学好物理和化学其实
是有方法和技巧可寻的，
因此能学好。更何况这
两个学科成绩的好与坏，
对能否考个好的高中同
样有着重要的影响。
那么，作为个性化教学影
响较大和深受家长信赖
的辅导机构——联大教
育集团，他们的老师在物
理和化学的教学、学习，
以及解题技巧和心理引
导等方面，有何“与众不
同”？22日上午，记者走
进了联大个性化教育中
心，与三位深受学生和家
长喜爱的一线名师进行
了深度交流。相信，他们
沉淀多年的丰富辅导经
验，会对初中生尽快学好
物理和化学，有所启迪和
积极引导。 郑州晚报记
者 唐善普

联大个性化教育中心一对一专业学科
测试、个性化提分方案、学员专属个人档案、
贴心后期学管服务、近500名专职名师辅
导，教学经验丰富，熟悉招考政策，所带一对
一和常规班，深受学员及家长信赖，请您预
约咨询，以便提前排班授课。

联大个性化教育中心一对一提分专线：
0371-65669661 65669662

65669663
联大教育网：www.ununedu.com

物理是八年级新加入的一
门课程，也是大部分学生感到
头疼的一科。许多家长认为物
理不像数学、英语需要基础，又
与生活联系紧密，孩子应该很
喜欢才对，为什么学不好呢？
联大教育集团个性化教育中心
中学物理一对一名师唐四平老
师说，初中生要学好物理，还真
的不像家长认为的这么简单。

首先，学生要有一定的计
算、分析、理解能力。数学和语
文是物理的“基础”。对概念的
理解、已知量的理解、未知量的
求解等，都需要语言分析能力，
物理跟数学知识同样密不可
分，比如计算、图像、列式等。
唐老师举了个事例来说明语文
的“帮助”：一位学生说老师讲
了半节课也不懂纯电阻电路。
唐老师问她什么是“纯”？学生
说了“单纯、纯洁”。唐老师就
顺着学生的回答：将电能全部
转化为内能，这一转化是不是
很“纯”呢？这个学生一下子就

明白了。
其次，物理与生活联系紧

密。可能从生活中主动联系物理
“知识点”的同学很少。唐老师同
样举了事例来说生活现象的“帮
助”：一个学生在学到油的沸点时
说：原先一直以为炸出东西发黄，
是因为油是黄色染上的呢！与生
活联系紧密些，需要学生学会从
表面到本质，从感性到客观，从迷
惑到认知这样的过程。

另外，八年级“声、光、热”
连贯性不强，容易出现概念不
清等问题，及时弥补会极大增
强自信；“速度、密度”章节的题
型，灵活多变，做题时要明白为
什么会出错，应从哪个知识下
手补缺？总结杜绝再错。九年
级 的“ 电 学 ”是 考 试 重 点（占
30％左右），且基础性强，题型
综合性强，要掌握方法规律、归
类总结、思维模式。从电流、电
压、电阻、欧姆定律到电功、电
功率、电热、焦耳定律等都要学
扎实，解题时才能得心应手。

说起学生惧怕物理学习，联
大个性化教育中心中学物理一
对一名师朱仁红老师表示，初学
物理的学生，尤其要重视对现象
的仔细观察，才能对所学知识有
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理解不
断深化。只要掌握了技巧方法，
就很容易喜欢上物理。

1.积累经验、重视实验。比
如，物体受力时是否可能有别的
物体作用于它?在接触到的物质中
哪些较易或不易传热?用正确经验
做基础，深入理解有关知识。观
察演示实验时要思考，还要在实
验后思考。除沿着老师指导的方
向得出结论外，还要想实验还有
什么不完善的，能不能提出更好
的方法？同时联系实验，看看在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类似现象等。

2.学概念时做到“五会”。
会描述：熟记并正确叙述概念、
规律。会表达：明确每个符号的
物理意义。会理解：掌握公式应
用范围和使用条件。会变形：会
对公式正确变形及含义。会应

用：即判断、推理和计算。
3.重视画图和识图。学物理

离不开图形，一部分画图属作图类
型题：光路图、作力的图示、作力臂
图以及画电路图等；另一部分根据
现成的图形学会识图：在复杂图形
中看出基本图形（分析图形）。从
运用力学知识的机械设计到运用
电磁学知识的复杂电路设计，都是
依靠“图形语言”来表述。

4.学会“两头堵”分析题。解
题时要有两条思路：从结论入手，
看结论想需知，逐步向已知靠拢；
或是要“发展”已知，从已知想可
知，逐步推向未知；当两个思路

“接通”时，便是解题通路了。
5.把知识条理化和系统

化。适当对概念分类，使内容化
繁为简，便于分析、比较、综合、
概括，少走弯路，事半功倍。

6.注重物理过程（审题）。
物理过程不清必然存在解题的
隐患，并通过画图，精确地掌握
物理过程。变抽象思维为形象
思维，作状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学生怕化学、学不好化
学不外乎几个原因。一是学
习仅一年，当其他科综合复习
时，学生才开始学；二是不重
视实验，导致丢分；三是学得
太死，不能联系实际学以致
用；四是方法不得当。”联大个
性化教育中心中学数理化总
部教学督导龚秋生老师说,比
较其他科目而言，化学要掌握
方法，一年学一本书，中考就
占 50 分 ，分 值 的 性 价 比 很
大。只要学生用心并掌握一
定的学习秘诀，一定能学好化
学。

方法一：勤读教材，学习
新课时至少要读两遍。第一
篇读后，知道要学习的这章节
的知识结构是什么，然后尝试
用理解的知识来做题，通过做
题来明了自己对这章节里，有
哪些点不懂；然后带着问题读
第二遍，重点多理解和记忆不
懂的地方。

方法二：听课要勤用脑。
上课的思维要紧跟老师走，但
要有自己的思考，并用自己的

理解与老师的对照，形成自己
的知识结构，进步才能快。

方法三：勤用眼睛仔细
看。化学是以实验为主的学
科，做实验时要看清老师的手
势、介绍、演示、操作步骤、仪
器放置地方等。要高度集中，
听老师的实验总结。

方法四：上课要勤记笔
记。养成动手记课堂笔记习
惯，但不能一字不漏从课堂开
始记到下课，记重点，记不会
的，记自己的心得。尤其是课
堂上没消化的，记下后在课后
一定要赶紧“消灭”它。

方法五：参与讨论勤用
口。多参与课堂讨论以及课
下同学间的争论。这样才能
在讨论和争论中，把不明白的
知识点搞懂记牢。扩大自己
的思维面和知识结构。

方法六：勤复习不留死
角。遇到不会的问题要及时
解决。化学的知识点较零碎
易忘记，要学会及时复习和常
复习，不留死角，把知识的内
涵与外延都搞懂。

“六勤”法
轻松拿中考化学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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