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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理理

本学年，道德与法治学科将迎来
考试形式的新变化。在开卷考试的
背景下，考生需要有的放矢地调整学
习策略。开卷考试不是机械地翻书
寻找答案，而是考查学生对核心观
点的理解与掌握，要求学生能够熟

练运用结构性知识多角度、完整清
晰地表达观点，提高在一定情境任
务下，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
力与素养。

现对九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学科
的学习与复习建议规划如下。

初三第一学期，考生要能够理解和掌握
内能、电流和电路、电功和电功率、电和磁等
基本物理知识，以及能量的转换和守恒规
律；学会使用基本物理实验仪器进行自主探

究实验，并通过实验验证物理规律；尝试运
用科学原理和科学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内
能和电学在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提高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合理安排进度 科学运用方法
北京市门头沟区教育研修学院 郭勇

北京市门头沟区军庄中学 于新成

北京市大峪中学 李丹丽

阶段

新课
学习

期中
复习

新课
学习

期末
复习

时间

9月至10月
中旬

10月中旬至
11月上旬

11月上旬至
12月中旬

12 月 中 旬
至1月上旬

具体内容

第一单元：
富强与创新

第二单元：
民主与法治

复 习 第 一 、
二单元

第三单元：
文明与家园

第四单元：
和谐与梦想

整体复习四
个 单 元 ，以
第 三 单 元 、
第四单元复
习为主

建议与策略

新课学习建议：
前两个单元分别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

家层面的价值追求——富强、民主为主线展开，
这两个单元学习的难点在于厘清两对逻辑关系，
即第一单元的单元主题“富强”与第一课主题“改
革”、第二课主题“创新”的关系以及第二单元“民
主”与“法治”的关系。把握好这两对逻辑关系就
可以打通教材逻辑脉络，深入理解“富强”与“民
主”作为国家发展价值追求的意义与要求。

期中复习建议：
11..梳理教材逻辑脉络梳理教材逻辑脉络，，搭建单元知识结构搭建单元知识结构
开卷考试后，不必像闭卷考试一般记忆所有

的教材内容，但是对于关键的核心观点和单元主
干知识结构，考生仍需要做到心有数。开卷考试
后，考生可以将教材作为一本工具书，单元知识
结构就是索引，帮助我们在面对不同问题情境
时，按图索骥，选取契合情境主题的学科观点，恰
当完整地表达。

22..题型分类整理题型分类整理，，归纳答题思路归纳答题思路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主观题常常以辨析类、点

评类、启示类、意义类等形式呈现。上述题型具有
较为固定的答题结构，以辨析类试题为例，辨析类
试题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依次为价值判断、阐述理
由、提出建议三部分。固定题型的答题结构需要
考生熟悉、理解和记忆。

新课学习建议：
三单元和四单元分别以“文明”与“和谐”为思

想主线展开。第三单元需要重点把握好“文明”的
两层内涵及价值，即第五课的“精神文明”和第六
课的“生态文明”，知道推进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举措并积极践行。第四单元的难点在于深
入理解单元主题“和谐”与“梦想”的内在联系，即
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现中
国梦的客观要求，知道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代又
一代自信中国人的奋斗，并坚定奋斗信念。

期末复习建议：
11..合理分配时间合理分配时间，，按时完成作答按时完成作答
考生作答前要通读试卷，整体感受试卷难易

度，按照不同题目的难易度合理分配答题时间。
22..加强审题意识加强审题意识，，找准问题切口找准问题切口，，概括提炼概括提炼

观点观点
考生要仔细审题，寻找问题的突破口，不要脱

离问题胡乱抄书，也不要脱离材料随心所欲作答，
要紧扣问题“对症下药”。考生还要仔细挖掘材料
背后蕴含的观点，结合教材相应内容，提炼概括出
自己的结论，注意要多主体、多角度地表达观点。

学习
阶段

1-4周

5-10周

12-16周

17-20周

单元
主题

内能及
内能的
利用

串并联
电路及
电流和
电压规
律

欧姆定
律及电
功率

家庭电
路及电
和磁

核心学习内容

①分子热运动
②内能及内能利用
③比热容
④热机及热机效率

①串联和并联电路特
点及识别

②电流、电压的测量
③串、并联电路中电

流和电压的规律
④探究影响导体电阻

因素及变阻器

①探究电流与电压和
电阻的关系

②电阻、电功率的测量
③欧姆定律及欧姆定

律在串、并联电路
中的应用

④电能、电功、电功率

①家庭电路及安全用电
②磁现象、磁场
③电磁铁、电磁继电器
④电动机、发电机结

构及原理

学习建议

学习的重点在于理解分子
动理论的内容、物体内能与温
度的关系等相关概念的辨析。

学习的难点是能够用分
子动理论、能的转化和守恒
定律解释相关物理现象。

电学新概念、新符号、
新实验、新规律较多，比较
抽象。考生要重视电学实
验操作技能的学习，如串并
联电路的连接、电流和电压
的测量、串并联电路电流和
电压的规律、探究影响导体
电阻的因素等。

利用控制变量法、替代
法等探究电流与电压和电阻
的关系。

在欧姆定律学习中，考生
要规范解题，学会画等效电路
图,并在图上标出已知条件。

学习的难点是结合欧姆
定律解决电功、电功率、焦耳
定律等问题。

学生可以结合生活实际，
学习家庭电路组成、安全用电
原则，通过实验验证家庭电路
中电流过大的原因。

学习电和磁相关知识时，
建议通过实验和物理学史渗
透电与磁的相关知识，激发考
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注意问题

①通过生活实例
感知内能的存在，为
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②利用比热容
分析、解析生活中的
现象。

①考生要注重
加强实验操作，千万
不要荒废了进入物
理实验的学习时间，
要多动手操作。

②利用思维导
图梳理电学知识，帮
助学生掌握电学重
难点，培养学生的逻
辑思维和创造能力。

① 关注欧姆定
律、焦耳定律、测量电
阻、测量电功率实验的
过程。

②在应用欧姆定
律测量电阻、测量电功
率、分析电路变化的过
程中，考生可多利用变
式训练提高理解能力。

①运用对比法学
习条形磁体、地磁场、
通电螺线管、电动机
与发电机等知识。

② 通过动手实
验，体验家庭电路电流
过大原因，加深理解。

（（11））概念卡片概念卡片：：考生可制作物理概念卡
片，将重要的公式和规律记录下来，方便随
时复习。

（（22））思维导图思维导图：：通过系统梳理内能和电
学知识，培养逻辑思维和创造能力。

（（33））实验探究实验探究：：通过自主实验探究，尝试
验证内能和电学规律。

（（44））文献阅读文献阅读：：通过阅读教材或课外文

献资料，加深拓宽对内能和电学知识的
理解。

总之，在初三物理的学习过程中,考生要
注重运用思维导图整理知识、自主探究验证
规律、查阅文献创新学习、联系实际解决问
题。如果考生能熟练掌握这些学习方法，就
一定可以应对初三物理学习的挑战，取得优
异成绩。

开卷有术 巧析策略 突破难点
北京市八一学校 许姊琪

道德与法治道德与法治

三、高效学习与复习策略

进入初三，物理学科不仅难度提升，学习节奏也明显加快。这对刚升入初
三年级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个挑战。对此，考生可以合理安排学习进度，运用科
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本文以单元主题为主线，介绍新学年物理学科
核心学习内容及建议。

一、总体目标和总体设定

二、学习内容与学习建议

进入初三上学期，道德与法治学科将完成九年级上册四个单元的
学习与复习，本册教材与七年级关注个人与集体生活、八年级关注社会
生活有所不同，九年级教材进一步引导学生聚焦“我”与国家和社会的
关系，使学生在与祖国共成长的过程中，逐步认同和内化国家和社会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追求，做自信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