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重物理学科与生活实际的联系
孙吉凤（上海市第十中学 资深物理教师）

� � � �2024 年中考在即，同学们是否已经准备就绪了呢？ 今天围绕中考

物理的一些注意事项与同学们做一个分享。

物理笔试部分满分 70 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因为物理是综合测试笔试中的其中
一门学科，考试过程中，需要学生自行掌控时
间，做到与其他两门学科之间互不影响，以保
障综合测试中三门学科各自的时间分配。如

遇一时没有思路的题，建议给自己提前设定
一个思考时限，如若超出了这个思考时间，则
建议可以先放一放，把本门学科中后面能拿
分的部分及时拿到，在有多余时间的情况下，
再回过头来思考卡住的问题，重新审题，细列
题干中及图像中的线索信息，特别对于平日
里基础较好的同学，如果遇到物理问题卡住，
往往是审题问题或者是条件遗漏导致，稳住
心态，同时转变一些思路或许能够豁然开朗，
即便不能把问题全部梳理清楚，也要将自己
的思考表达到答题纸上，以便能够分步得分，
切记不要在没有新思路的情况下将原有答题
过程全盘自我否定并划去，阅卷过程中，老师
看到过不少学生的答题过程其实还是有正确
的部分的，可惜都被学生划掉了，且又没有新
的作答过程写上去，导致全题不得分，甚为可

惜。
物理学科的中考试题向来注重学科与生

活实际的联系，以及推理分析的过程性表达，
这类问题比较灵活，需要学生首先对情境中
的问题进行物理建模。比如“冬天水管容易被
冻裂”“用放大镜看书籍封面”等情景，前者
蕴含了密度与力学等知识，后者则要结合凸
透镜成像规律来解决问题。这类情景题往往
需要学生结合所学及题干中提供的线索进行
富有逻辑的推理和文字表达，分值往往可达
3分之多，故其中所涉及的得分点不止一处，
学生需要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表达，是否因
果逻辑顺畅没有跳跃，是否在涉及物理量变
化的推理中运用了控制变量的科学思想，是
否可以利用已有公式进行辅助表达等等，若
题干中提供了新的知识线索，应尽可能运用
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综合题中，不少问题不仅需要计算出问

题的答案，还需要学生表达出推理的过程以
及判断的依据，例如问某次小灯泡的电功率
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或许首先需要根据线

索判断出电表在电路中的位置、根据数据推
理出电路中电源的电压、判断电表所选的量
程、选择合适的变阻器等等，在进行推理的时
候，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以及严谨的逻辑作
为推理的支撑，否则即便成功计算出小灯的
电功率值，也会因推理过程无效而失分。
最后，答题的规范性也是物理中考中非

常值得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平时在这方面经
常被扣分的同学，警惕由于粗心大意而失
分。例如公式中物理量的下标要求、单位、作
图题中不同情况下虚实线的应用、故障分析
题中对电表示数情况的陈述方式等，最后阶
段，学生应多重视并积累此类表达的规范要
求。
物理思维的宽度和广度、推理表达的规

范性和逻辑性一直是中考物理中的重点所
在，也是希望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引以关注的
问题。胆大心细、灵活严谨，将自己的所学所
知在一份试卷中充分表达出来。祝愿每一位
考生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应有水平，取得理想
成绩！

化学
基础与难点两手抓

陈贤（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化学教师 区学科带头人）

� � � �中考是初三学生对初中所学习知识点的一次检测、 对考试心态的

检测、对考试经验的检测，是对学生的综合素养的检测。 同学们经过一

模、二模的练习，对化学考点、考试题型已经基本了解。 我们应该做怎样

的准备？ 如何达到有效快捷的复习？

“化学是理科中的文科”，这说明了读
化学课本的必要性。初中化学是中学化学的
启蒙教学，概念多、知识点多。在化学的测试
中我们遇到过对化学概念的考查，比如催化
剂的概念、质量守恒定律等，通过阅读能帮
助同学再一次准确理解化学概念、原理；熟
悉化学实验，关注实验的具体操作步骤、实
验现象、实验结论，形成正确的化学思维。通
过阅读和总结归纳，力求通过自己将每个单
元的零散的知识点梳理，形成自己的知识网
络，便于记忆和应用。多关注教材上的“拓
展视野”和“资料库”。
针对化学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要

进行专门的突破。例如溶液中涉及到饱和溶
液和不饱和溶液、结晶、酸碱盐金属之间的
竞争反应、除杂提纯一直是化学考察的重点
和难点。这些知识点考查学生的审题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文字描述。

可以通过查阅教材、模仿参考答案或请教老
师等方式，掌握解题方法，举一反三，训练并
提高解题技巧。
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要进行定时定量的

模拟试题训练。这既可以检验自己的学习效
果，又可以提高解题速度和准确率。在备考
过程中，建议准备一个错题集，将做错的题
目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比如气体制取的题
型归纳在一起，计算错误的题型归纳在一
起，这样有助于对相同知识点的不同题型有
一次很好的整理。对于每个错题，都要认真
分析考题所考查的知识点以及自己做错的
原因，并找出正确的解题方法和思路。同时，
要定期对错题集进行复习，加深对错误原因
的认识，避免在考试中再次犯错。考试是对
先前学习过程的检验，成绩是对先前学习的
评价。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在中考中取得优
异的成绩。

跨学科
遇“盲区” 不能慌乱

马瑶（知伴图书跨学科项目负责人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

� � � �除了物理、化学，综合测试中的跨学科案例分析同样值得重视，去

年的“蜗牛题”一度成为了网上讨论的热点，同学们到底该如何备考，以

顺利地完成跨学科的考验呢？

综合测试的全卷第一部分为物理题，第
二部分为化学题，第三部分才是跨学科案例
分析题，每一部分的难易度大致是先易后难
的顺序。一般留给跨学科的最佳答题时间是
20分钟，如果平时练习较多，可在 15分钟内
完成，留下 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给自己思考
前面不会的题，或者检查不确定的题。
如果想先做跨学科，必须在平时的练习

中保证 20 分钟内高质量地完成一套跨学科
题，那么，才可以在中考中先做跨学科。因
为，跨学科的案例材料往往是超出课本之外
的，对于同学们而言是比较陌生的，如果先
做跨学科，在阅读材料的时候，因为陌生感
而把很多时间卡在了理解材料的过程中，那
么，会高度影响同学们后续的物理、化学的
答题效果。
跨学科的题型虽然一般分为选择、填空、

连线以及问答题等，我们可将其分为两大类
型，即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考察的内容一
是地理或生物的基础知识，二是运用这些基
础知识与概念来分析案例材料，所考察的是
同学们的信息提取与处理，问题分析与质疑
的能力。所以在回答客观题时，我们可以采取
的思路便是要熟悉地理和生物的基础知识
点，读懂所给的案例材料，才能很好地进行问

题的分析，从而答对题。
如果考察的内容点是自己的盲区，可以

采用排除法和相关法。首先，要仔细阅读材
料，标注出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其次，要读懂
选项，排除本身观点错误的选项，以及与关键
信息冲突矛盾的选项；再次，将选项与题干的
关键信息和材料进行比较，将相关度最高的
选项选出来。
主观题考察的内容，一是看图表总结趋势

或描述2-3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解释原因。二
是“压轴”问答题中的解释某种生命现象的原
因、生物与非生物的关系，为生态或绿色经济
发展等提建议。对于第一种图表题，一定要读
懂数据的变化，是变大还是变小，两组数据之
间是不是存在相关性，都需要理清数据的变化
特征。解释原因的时候，可以结合材料以及相
关的地理与生命科学的知识点来回答。
对于“压轴”问答题，可以分为原因解释

题和建议题。前者是问为什么，后者是问怎么
做。
原因解释题，还会涉及观点表态。比如，

会问这个观点、这个方案是否正确或合理。所
以，首先需要回应表态。然后是进一步阐述理
由，阐述理由需要结合材料的关键信息以及
地理和生物的对应概念来回答。
总之，在回答主观题时，要注意以下几

点。第一，尽量做到观点和理由一致，问题和
解决方法一致，切合题意，言之有理，逻辑表
达清晰。第二，看分踩点写。1-2分的题，简要
概述写 1-2 点；3-4 分的题，写 2点的话要
具体些。可分点、分段来写。第三，看题目提示
写。比如从某角度，就要结合生物与地理的这
个知识点，结合材料写。第四，时间允许的话，
建议多写几点，尽量发散自己的思维。最后的
建议，同学们一定要读全、读懂案例材料，仔
细审题，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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