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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不准确。不能理解物
理情景、不能抓住物理特征和
过程、把握不住物理含义，还有
的没有理解题目要求，如计算
结果要求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考生没有做到。

表达不规范。一是符号混
乱，如前后设置的符号矛盾或
与题目所给符号矛盾，书写随
意，将电子电量e写成q等。v、r
不分，大小写“L、l”不分，还有考
生喜欢写连等式。

答题不完整。如果计算出
现错误，阅卷者会考虑前面所
列方程是否有错，所以计算过
程一定要完整。

解决方法：1.规范答题。高

考改卷是分步给分的。正确的
解题步骤是：先写出简要的文
字说明，再列公式，然后进行化
简运算，最后往里代数字。考
生自己引入的符号应该加以必
要说明它代表哪个物理量。

2.合理分配时间。做题速
度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各题时
间分配。很难的题不要久攻，
如果一个题耗时约为分值的 1/
2仍毫无思路，就暂时放过。

3. 遇 到 新 情 景 的 问 题 不
要 慌 。 这 类 问 题 的 特 点 是
立意新，难度不大。只要抓
住要考查的重点，从复杂的
情 境 中 快 速 地 提 取 有 效 信
息，就容易解题。

4. 不 留 空 白 。 即 使 一 些
题没有思路，也不能在卷面
上 什 么 都 不 写 。 高 考 改 卷
只要是写上与题目相关的表
达式，一般都应有分数。也就
是分分必争。

5. 抓 住 关 键 词 语 ，挖 掘
隐 含 条 件 。 在 读 题 时 不 仅
要 注 意 给 出 具 体 数 字 或 字
母的显性条件，更要抓住另
外一些叙述性的语言，特别
关 键 词 ，如 题 中 说“ 光 滑 的
平面”，就表示“摩擦可忽略
不计”；题目中说“恰好不滑
出木板”，就表示小物体“恰
好 滑 到 木 板 边 缘 处 且 具 有
与木板相同的速度”等。

大赛特邀郑州市名师专家
担任评委，同时还邀请到了联
大明星优秀外籍专家任外籍评
委。现场外籍评审专家的现场
点评，幽默风趣，化解了选手紧
张的心情，也让选手有了一次
与老外对话的机会。

“这一届的选手很优秀。”
评委们对一些选手娴熟的英
语 口 语 赞 叹 不 已 。 他 们 认
为 ，这 些 年 龄 尚 小 的 孩 子 ，
在 短 短 的 10 分 钟 准 备 ，就
能 说 一 口 流 利 的 且 逻 辑 强
的故事，其英语能力表现让他
既吃惊又高兴。希望有更多的
孩子有这样的英语水平。

为 保 证 决 赛 全 程 各 个
环节的严格、规范、公正、公
开，组委会特别邀请市公证
处 公 证 人 员 对 本 次 现 场 比
赛进行了全程监督，保证了
比赛结果的真实有效。

据 大 赛 组 委 会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大 赛 特 等 奖 、一 二
三 等 奖 获 奖 名 单 及 相 关 颁
奖事宜将于 6 月 5 日在大赛
指定网站联大教育网（www.
ununedu.com)公布，各位选手
及家长请及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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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高考试题中大量的题目紧密联系实际，以体育竞技、科学技
术、社会生活为背景，设置情境，考查考生利用物理规律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如匀变速运动、牛顿定律、功和能三部分是力学重
点，考查联系生活和现代科学技术。选择题常将生活现象与图像
结合，计算题第一题也是与实际生活相联系。静电粒子在静电场，
磁场中的运动常以生产、科技中带电粒子运动问题为背景。高考
前夕如何有效复习，更好地崭露头角呢？郑州市实验高中的老师
于静娜给出了几点建议。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注重考题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知识点

“题型是多种多样的，但要
注意以下方面的知识点。”于老
师强调。

以各类传感器设置新的情
境，考查学生灵活运用相关知识
和新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2010 年新课标 23 实验题热
敏电阻与电学实验联系，2012年
山东理综选择题18题。

紧密联系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通过简化模型、设计临界值问题。
例如2013年21题是“歼15”舰载机
在“辽宁号”航空母舰着舰与v-t图

像结合的问题。2012年新课标24
题拖把中的受力平衡问题。

创建设置新的情境，要求将
实际问题转化为适当的物理模
型，利用相关的物理规律解决问
题。比如 2013 年新课标卷选择
题 20 题考试背景是神州九号飞
船与天宫一号对接的问题。

于老师说，2014年高考中物
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试题还
会出现。复习时要加强练习这
类题型，能从题中能迅速抓住有
用信息，突破做题。

要在有效时间内高效备考
于老师说，今年考纲与去年

考纲的变化是，在《考试说明》中
新增了 5 个考点，这些集中在选
修 3-2、3-4、3-5 中，可能会成为
考试的重点。

一是必考模块中，“交流电
流”知识点“理想变压器”由去年
只要求了解概念，提高到要掌握
理解应用，由“了解”到会“算”的转
变，证明了内容变得更加重要。

二是在主题“光”中，增加了

“相对折射率”考点。
三是在主题中“碰撞动量守

恒”中，“只限于一维两个物体的
碰撞”变为“只限于一维”，不强
调物体个数，说明这个考点增加
了难度。

四是“碰撞与动量守恒”下
增加了“动量定理”新考点，并要
求考生会运用这个知识点计算。

五是“原子核”增加了计算
有关半衰期的问题。

把握好四点复习注意事项

强化重点，抓住热点。中
学物理的主干知识是：力学：①
匀变速直线运动②牛顿三定律
及其应用③动量守恒定律④机
械能守恒定律。电学：①带电
粒子在电场中的运动②电学实
验③安培力，左手定则④洛仑
兹力、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
的圆运动⑤电磁感应现象。

建立考前知识网络，查漏
补缺。这段时间要回归课本。
搞清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知识
点间的知识网络，查找自己弱
点、盲点，有哪些知识点和做题
技巧没有掌握，注重“踩点”复
习。比如：有些习题虽然可以正
确解答，但心中无底，总怀疑再

见同类题不会做。把这类题当
作最后阶段复习主攻的方向，有
针对性的练习，力求彻底搞懂，
不能满足于解出正确答案。搞
懂后还要回味，通过该题在知识
上澄清了哪些概念，分析、解决
问题方法技巧上有哪些新收获，
还可以用于哪些题中。

强化实验。高 考 实 验 占
15 分是容易拿分的题，但复习
不好也是失分较多的题。考
生要熟悉课本上基础实验的
实验目的和原理；会观察分析
实验数据。高考实验通常会
是这些实验的变形或引申，考
生只有在熟悉课本实验的基
础上才能灵活变通。同时结

合模拟考试卷归纳常见的实
验出题形式。

训练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和方法。最后这段时间不必再
做大量的题，可以两天做一套各
地模拟考试卷。目的是把握做
题时间，同时规范做题。总结典
型方法，如整体法和隔离法、直
接合成法和正交分解法、假设
法、等效法、图像法、临界法、极
限法、对称法等。典型模型，如
相对滑动模型、弹簧动态变化模
型、子弹打木快模型、类平抛运
动模型、闭合电路模型、正弦发
电机模型等。这些方法和模型
在很多试题中都有体现，做题时
有意识地总结、归纳。

“联大杯”第九届郑州市青少年外语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72名优秀选手争夺4个特等奖
25日，“联大杯”第九届郑州市青少年外语大赛决赛在郑州外国语中学举行。本次大赛从4月1日开始，经过初赛、复赛两轮激烈的
选拔，从近万名选手中成功晋级的72名选手进入决赛。其中小学低年级组17人、小学高年级组22人、初中组20人，高中组13
人。每个组别各产生一名特等奖。经过命题演讲、“家风·成长”生活大辩论、看图讲故事等多个才艺环节激烈的竞争表演，共4名
选手摘走了特等奖的桂冠。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文/图

避免高考失分的五大技巧

本次大赛决赛共分小学
低年级组（1 至 3 年级）、小学
高年级组（4至6年级）、初中
组、高中组（含中职，不含高

职）等4个组别。参赛对象为
我市中小学和高中所有学
生。命题范围不以学科知识
为目标，不拘泥于现行教材，

以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能力。

从4月中旬开始，我市近
万名学生踊跃报名参赛。

今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
“家风”调查及访问，在国人心
中掀起对家风家规及传统道德
的反思。而今年的大赛主题就
是“家风·成长”。

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表
示，通过大赛活动促进青少
年英语口语水平和交际能力
提升，激发兴趣、展示风采、培
养自信、增进交流；通过主题

演讲，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教育全过程，发挥家
庭教育在学生成长中的重要
作用，让学生知晓家风、传承
家训，共筑“中国梦”。

此次参加决赛的 72 名选
手，在现场抽取命题并准备
时间10分钟后进行演讲。其
中，高中组为命题演讲和“家
风·成长”生活大辩论（对有
关“家风·成长”相关问题进
行正或反的观点陈述）；初中
组为命题演讲和成长的故事

（根据所给单词或词组讲述
一个对自己成长产生重要影

响的故事）；小学低年级组为
看图讲故事和全家总动员

（以学生为主、家长为辅共同
完成的英语类才艺表演）；小
学高年级组为命题演讲和全
家总动员。

在 4 个多小时的决赛中，
72 名选手不论是从英语知
识、口语表达还是才艺展示，
均体现了很高的水平。

选手们个个准备充分、
激情洋溢、各显神通。他们
大方的舞台经验、流利的英
语表达、准确的发音，在与评
委“老外”交流时所表现的快
捷反应等能力，以及小风琴、
快板、歌舞等丰富多彩的才
艺表演，每每赢得了评委老
师的一致好评和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

回顾：近万名学生参加本次大赛初选

特色：“家风·成长”成本次比赛内容主题

现场：选手多才多艺展风采

评委：
这一届的选手很优秀

选手演讲激情四射

家长与小选手一起进行英语类才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