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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身定位 做到有的放矢

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
复习效果，学生必须先明确自身定
位，即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从而
有针对性地制订复习策略。

学生应仔细分析自己在道德与法
治这门学科上的得分情况，找出自己
的薄弱环节，如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
答题技巧欠缺、时政热点关注不够

等。学生要设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
标，将劣势转化为优势，争取在寒假结
束时，道德与法治成绩能有显著提升。

明确目标与定位后，学生还需对
自己的学习习惯、学习效率有清晰的
认识。根据自己的特点，合理安排寒
假期间的学习时间与节奏，确保每一
分钟都能用在刀刃上。

制订详细计划 务必严格执行

寒假虽短，但若能规划合理，
足以让学生的道德与法治知识水
平实现质的飞跃。我们可以将寒

假复习时间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
阶段都有明确的学习内容与任务
安排。

这个寒假，不仅是学生调整身心、积蓄能量的好时机，更是巩

固知识、查漏补缺、提升自我，为即将到来的物理初中学考做充分

准备的关键时期。以下是笔者给出的复习建议和计划，希望能帮

助考生合理规划寒假物理学习。

希望每位学生都能脚踏实地，根据自
身情况，制订并执行有效的复习计划。同
时，学生也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良好的身

心状态。相信通过寒假的努力，学生们一
定能收获满满，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
坚实的基础。

回归教材

教材是知识学习的基础和核心。鉴
于日常学习时间的碎片化及任务的繁
重，学生往往难以全面深入研读教材。
因此，学生可以利用寒假时间，把通读
教材作为复习的首要任务。学生可以通
读八年级与九年级的物理教材，通过温

习教材中的文字与图片，深化对关键物
理事实、概念及原理的理解与掌握。同
时，教材中的课后习题与阅读材料同样
具有重要价值，它们不仅能够检验学生
的学习成效，还能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
与兴趣。

构建知识网络

在复习过程中，学生要有构建物理知
识网络的意识。有效复习的关键就是把基
础知识理解透彻后，注重知识的内在联系，
做到融会贯通。下面笔者介绍一些构建知
识结构体系的方法供学生参考。

思维导图法：针对物态变化、光学、声
学及磁学等具有较强脉络性的内容，学生
可通过绘制思维导图的方式，将知识点串
联成网，形成清晰的知识框架。

公式演绎法：物理公式不单是计算

的工具，其演绎的过程更是培养科学思
维，锻炼逻辑推理的手段。学生在通读
课本各章节的过程中，可总结出公式的
得出过程、适用条件、揭示的比例关系及
其图像等方面的规律，从而深化对公式
的理解与运用。

对比分析法：对于易混淆的物理概念
与实验，如漫反射与镜面反射、音调与响
度、电动机和发电机等，学生可通过对比分
析，明确其异同点，提高辨析能力。

重视实验

实验是初中学考物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寒假期间，学生应对课标规定的 9 个

“测量类实验”和 12 个“探究类实验”进行
系统梳理与总结。复习时，学生可围绕以
下三个维度开展。

首先，学生要细化掌握实验的基本操
作技能。这包括实验器材的正确摆放、器
材规格的合理选择、实验仪器的熟练操作
等，这些细节对于实验的准确性和成功至
关重要。

其次，学生在扎实操作技能的基础上，
要深入理解物理科学研究方法是提升实验

能力的关键。初中阶段，学生需主要掌握
控制变量法、转换法、等效替代法、模型法
以及实验加推理等科学研究方法。其中，
控制变量法和转换法在实验考试中尤为常
见，学生需熟练掌握并能灵活应用。

最后，学生要注重对实验过程和结论
的反思与评估。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更深入
地理解实验，还能培养批判和创新精神。
学生应检查实验过程中的度量控制、自变
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实验猜想的验证以及
实验结论的普遍性，从而在反思与评估中
提升实验能力。

复习计划参考

周次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时间

1月13日至1月15日

1月16日至1月19日

1月20日至1月22日

1月23日至1月26日

1月27日至2月2日

2月3日至2月5日

2月6日至2月9日

2月10日至2月12日

2月13日至2月16日

复习专题

力学基础

力学应用

力学应用2

热学基础

欢度春节

声学与光学

电学

磁学与电磁波

总结与整理

复习内容

机械运动、质量和密度力（重力、弹力、
摩擦力）

运动和力、压强、浮力

简单机械、功和机械能

温度与热量、物态变化、热机与内能

声现象、光现象、透镜及其应用

简单电路、欧姆定律、电功与电功率、
家庭电路与安全用电

磁场与磁感线、电流的磁效应、电动与
电磁感应、电磁波的传播与应用

反思寒假复习的节奏与计划落实情
况，查缺补漏，也可适当做些真题进行
适应性训练。

道德与法治道德与法治

找准定位 精细计划 升级思维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 王怡

本文将从明确自身定位、制订详细计划、运用恰当方法

三个方面，为学生提供一份全面而细致的寒假复习攻略。

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时间安排
1月12日至1月17日
1月18日
1月19日至23日
1月24日
1月25日
1月27日至2月1日
2月2日至4日
2月5日
2月7日至8日
2月9日至12日
2月13日
2月14日至15日

学习内容
回顾七年级上下册、八年级上册知识内容
各区期末练习（一）
八年级下册知识内容
整理八年级易错点、易考点
各区期末练习（二）
过节放松休息
九年级下册内容预习，建立知识结构体系
观看九年级下册微课
各区期末练习（三）
九年级上册知识复习
各区期末练习（三）
调整状态，确定目标，准备开学

运用恰当方法 提升思维能力

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要想
进一步提升道德与法治学科的成绩，
学生还需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升
思维层级。

1. 用思维导图梳理知识体系
在复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尝试用

思维导图的方式，对所学知识进行梳
理与整合。以“承担社会责任”为例，
学生可以将该主题作为中心节点，然
后将其下的各个知识点（如社会责任
的内涵、承担社会责任的意义、如何承
担社会责任等）作为分支节点，逐一展
开。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可以加深对
知识点的理解与记忆，形成整体认识。

2. 梳理问答题类型，掌握底层
逻辑

道德与法治科目的问答题设问
具有开放性，但每种类型的问题都
有其内在的答题逻辑与规律。学生
可以通过分析历年考试真题、模拟
题等，总结出不同类型问答题的答
题技巧与策略。如学生对于“为什
么”类型的问题，可以从原因、意义、
影响等方面入手；对于“怎么办”类
型的问题，可以从政府、社会、个人
等角度提出解决措施。掌握这些底
层逻辑后，学生在答题时就能更加
得心应手、条理清晰。

关注时政热点 拓宽视野

时政热点是道德与法治学科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初中学考命题的
重要来源。因此，学生在复习过程中，
要时刻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了解
国内外形势与政策走向。学生可以
通过观看新闻联播、阅读人民日报等

权威媒体发布的文章、参与学校或社
区组织的时政学习活动等方式，拓宽
自己的视野与知识面。同时，学生还
要学会将时政热点与学科知识相结
合，分析其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提升
自己综合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结与反思 不断进步

在复习过程中，学生还要注重
总结与反思，每完成一个阶段的复
习任务后，都要及时回顾自己的学
习成果与存在的问题。学生可以建
立一本复习日记或学习档案，记录

自己的学习进展、收获与困惑。通
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学生会更加
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进而不断调整复习策略与方法，实
现自我提升与进步。

构建知识网络 重视实验梳理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 罗杨

物物理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