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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物理的好方法（15 篇） 

 

学习物理的好方法（精选 15 篇） 

    学习物理的好方法 篇 1  

  一、物理的学习是模块化的，共分四个模块： 

  1.对概念的理解，不能单纯地去背诵。面对一个新的`物理量，

重要的是要了解它在实际解题中作用。 

  2.概念的应用：理解概念之后，对它的应用就没有什么大的

问题了。解题是，要抓住，每道题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给你条件，

只要将条件与物理量相对应，然后代到相应的公式中，就可以解

出答案了。 

  3.衍生 

  4.综合：物理的各个章节中，除了光学相对独立之外，其它

都是联系很紧密的，必须注意将他们之间前呼后应起来。 

  二、如何做习题： 

  做习题特别是理科习题时，必须把握量与质的关系。主要抓

做题的质量。“我”在高中期间从未买过习题，主要是做完书上

以及老师给出的题后，总结出每道题的解题思路。解题的过程分

为： 

  1.分析物理进程：把过程抽象为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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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用数学将题解出来 

  三、学习习惯： 

  1）上课应该认真听讲，至于学习方法，应该是让学习方法适

应自己，而不是让自己去适应别人用起来好的方法。 

  2）做题的时候要多思考，多提问题。“我”做题的速度一向

很慢的，但是每次做完题后，都看看是怎样得出的，看看对以后

有什么可借鉴的，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而不是做完后就置之脑

后。这样，“我”考试的时候就快了，不像别人，到了考试的时

候又去忙着推导。 

  3）要即错即问，多与老师、同学讨论问题，不要害羞。 

  4）复习要一遍一遍地反复复习。 

  5）对于参考书，成绩不是太好的同学，买的时候要找那些有

解析、总结归纳比较好的书，而非是那种单纯给出答案的书。 

    学习物理的好方法 篇 2  

  物理实施新课程，对于教师是一个挑战，而由于学生在八年

级刚开始接触物理，所以初中物理教学带有启蒙的性质。一方面

是要传授一定的物理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激发学生对物理的兴趣，

为以后的学习开创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实施的过程中，以学生为

主体，老师为主导，注重教师与学生在探究性活动能力的培养。

因而在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逐步学会透过现象看实质，从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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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认识物理现象，逐步学会提出问题，逐步学会深入地思考

物理现象的内在规律。初中学生普遍感到物理课难学，如果我们

教给学生学习物理课的基本方法，就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提

高学习质量。 

  1.学好相关学科，垫石铺路 

  物理课是初中学生感到难学的课程，其原因是：物理课不但

有系统、严密的物理概念和知识，而且物理课与数学、语文课的

知识联系也很密切。数学中的方次运算、小数分数混合运算、极

值的讨论等知识在物理教学中经常应用。物理中的概念、定理、

定律的文字叙述言简意深，需具备一定的语文基础。所以学好数

学和语文对学好物理课很重要。（特别是在八年级物理，要学会建

立图像，其中 T-t，s-t，m-v 的理解） 

  2.联系生活实践，培养学习兴趣 

  理论物理课与生活实践联系很密切，鼓励学生联系生活实际，

不但是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兴趣。在物理运

算中也要联系实际。数学运算中有一个四舍五入的原则，但在物

理运算中不一定适用。有一次我在讲浮力时让学生计算 8 个人渡

河需几根相同的原木时，学生计算结果是需要 5.2 根，几乎全班

同学都采取四舍五入，答案是 5 根。我让学生从实际出发分析 5

根原木受到的浮力与 8 人重力相比哪个大，会有什么结果，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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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知道，物理中有时不能生搬硬套数学原则。 

  3.总结交流学习方法 

  在一章或一个单元学完后让学生总结这部分知识的基本结构，

即这部分知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联系。在总结的基础上让每个学生写出学习小结，提出不懂

的问题。在对知识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让学生进行相互交流、相互

学习。交流知识的重点、难点，交流学习方法。 

  4.注重实验探究性活动的培养 

  在新课程中物理探究性的活动非常多，如： 

  1.平面镜中成像的问题， 

  2.比较物质的物理属性（如硬度跟那些因素有关）等等，在

日常生活中，体育课上掷铅球，你认为铅球是不是用纯铅做的，

在活动中，因注意观察现象、与原理的理解。通过自己的交流与

合作，掌握理解新知识。 

    学习物理的好方法 篇 3  

  一、及时做好物理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的有效性直接关系着课堂听讲的效率。在学习过程

中，应及时做好物理课前预习，根据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结合

自身学习需要，仔细阅读教材内容，并通过网络等途径，主动了

解知识的由来，并將自身有疑问的知识点标记出来，带到课堂上



  

 

第  5  页 共  24  页 

 

与教师进行探讨。 

  二、认真听讲，大胆质疑 

  课堂 45 分钟是与教师交流沟通的最佳时期，学生应带着预习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认真听讲，学习教师物理解题的思维，并将

其运用在解题过程中。对于自身有疑问的地方应及时提出，力求

当堂消化新知识。 

    学习物理的好方法 篇 4  

  学习时间不一定总回有相应的成绩及满足来报偿。其原因也

许是时间和精力并未有效地使用。对其他课程行之有效的学习方

法，对于物理学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当然，对于不同的人、不

同的智力和不同的态度，不可能存在一套一成不变的适用每个人

的规则。不过，我们还是提出以下建议以供试用： 

  Ⅰ.将课本上教师指定的教材迅速而认真的阅读一遍。 

  即使你根本不能理解它，也不必着急。这一步只不过是引导

你去了解总的概念，使你初步看到新的术语和新的关系式。通过

实践，你将从这第一步得到越来越大的收获，从而使以后的学习

越来越省力。 

  Ⅱ.这里指出的是不要这样做的方面。 

  许多学生认为只要把第一步重复四、五次或，就能真正读懂

物理学课本。不要这样做。一个概念，如果在第一次阅读后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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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可能读六遍后仍然不懂。这样你就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Ⅲ.回过头来，把教材再研读一遍。 

  通过课本把他头脑中的概念、图象、关系式以及把事实传授

给你们。起初你每读一句可能要问自己：“这一句的意思我真正

懂了么?”如果不懂，再把它读一遍并加以思索。通过实践，这种

逐字逐句的研读可以推广到逐段、逐节的研读。课文中的意义不

是要你记住而是要你理解。背诵物理学的各种陈述、方程、定义

及新概念的文字对你的进步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如果你理解了内

容并能够把它们具体化，那么显然你会发现，需要有意识加以记

忆的内容是很少的。 

  Ⅳ.不能匆匆读过课文中的许多有解答的例题和推导，而含糊

地点头同意。 

  自己必须亲手用铅笔和纸把它们解出来。要一步一步地通过

自己思考。不要照抄。一个熟练的打字员在打字时，文字流畅地

通过她的眼睛，而从她的手指中打出，但对她所打的材料在头脑

中往往不留下任何印象。 

  Ⅵ.利用插图。 

  大多数插图是教材的形象化表示。你在研读课文的同时要研

究有关的插图。课文会加深你对插图的理解，而插图也会加深你

对课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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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Ⅶ.当你确信已理解指定的教材时，可进而研究补充材料。 

  按照次序回答问题和解答习题。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每一

道题都要把你的答案或解答写在纸上，然后再做下一道题。最幸

运的是你能毫无困难地解出全部作业。然后把你自己写出的答案

或解答，再跟补充材料上的解答或答案进行核对。如果你碰到一

个问题解不出，不要(千万不要!)立即去求助于书上的答案。要自

己思考一会儿。试做下一道题，它可能会提供一条新思路的线索。

如果还是解不出来，再去看书上的答案。如果你在解题时老是遇

到障碍，这就表示你必须再一次研读这部分课文。 

  Ⅷ.给自己一次间断。 

  学习一些其他的东西，或者(如果你的计划表允许的话)第二

天再学。有意识地花一点时间消化以下所学的内容是值得的，然

后试解课本中的习题。 

  Ⅸ.及时准备好教师指定的作业。 

  为你自己不做好准备就去上课或听讲进行辩护是很容易的：

那时所学的东西将会容易一些。这种观点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

但是道理是很不充分的。如果你在上课或听讲前做好充分准备，

那么演示实验将显得很清楚，各种不同研究内容的途径将显得很

有道理，课本中没有讲到的许多讲法的枝节问题也将显得很有道

理。对于一些课程，留下一整段时间去做一星期的作业，这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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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得通的。但对物理课程，这种方法的效果并不好。在物理学

中，有那么多的新概念、新关系以及逻辑结构需要通过充分思考

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少吃多餐比偶尔大吃一顿要容易消化得多。 

    学习物理的好方法 篇 5  

  1、改变观念 

  和高中物理相比，初中物理知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浅显易懂

的，并且内容也不算是很多，也更容易掌握一些。但是能学好初

中物理，不见得就能学好高中物理了。如果对于学习物理的兴趣

没有培养起来，再加上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学习高中物理简直就

是难上加难。所以想要学好高中物理，首先就需要改变观念，应

该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从头开始。 

  2、培养对物理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想要学好高中物理就要对物理这门学科

充满兴趣。那么，怎么培养学习物理的兴趣呢?物理是一门和生活

紧密相关的学科，理科生应该在平时的时候多注意物理与日常生

活、生产和现代科技密切联系，息息相关的地方。甚至是将物理

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样可以大大的激发学习物理的兴趣。 

    学习物理的好方法 篇 6  

  高中物理学习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和初中有很大的不同，

物理现象分析比较复杂，物理模型建立不太容易，要从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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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来探究问题，如受力分析等，所以务必做好预习工作。 

  2.按照课本和自己保留的高一物理复习资料，认真的把电路

问题再重点复习一遍，特别指出的是电路问题中的串、并联电路

的特点和电路的简化问题、电功、电功率等，必须把高一做过的

此部分习题弄通弄精。因为这一部分内容高中不再重新讲，但经

常用到，是高考必考内容。 

  3.把初中课本上的力学问题重点复习一下，力学是整个高中

物理的重点内容，如果力学学得好，则为整个高中物理打下良好

基础。 

  4.要借一本高中必修四数学课本，自主学习三角函数的相关

知识，这部分知识在初中没有学，但是高中物理中第三章就要用

到，它是学好高中物理的必备知识。 

  5.通过读书或上网查询，如生活与物理、物理学史等，你会

发现物理和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密切，物理世界是如此奥妙无穷，

变化莫测，博大精深，精彩纷呈! 

    学习物理的好方法 篇 7  

  初二下学期是物理成绩两极分化的关紧时期，尽管离中考还

有一年多，很多同学们已经闻到浓浓的战场硝烟味 所以部分同学

会利用寒假一个月的时间提前学习下学期的知识，实践证明这是

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下学期时间紧、任务重(每周只有三节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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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完占中考 40 分的重点知识，老师都会感觉吃力，何况是学

生)。 

  不管是力学还是电学，学习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中考物理的成

败!很多学生到了初三后才后悔自己由于初二下学期不努力，不紧

张，拉了很多知识，学的不好，直接影响了后期学习物理的兴趣

和信心，给初三总复习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早准备、早努力是

没错的。 

  学习力学的同学开始真正进入力的世界。运动和力相对后几

章内容来讲比较简单，贴近生活，概念性较强，学会用生活中的

实例来理解力和力的相互性，用试验加推理理解牛顿第一定律，

用惯性解释生活现象;最重要的是养成受力分析的意识和画受力

分析图的习惯(这对后期力学学习，尤其是解决力学综合问题非常

重要)，正确的受力分析是力学成功的一半!。 简单机械(主要是

杠杆和滑轮)，注重联系实际应用，注重受力分析方法。 

  要了解杠杆的特点(尤其是力臂)，会用杠杆的平衡条件分析

不同类型杠杆;要结合试验感受定滑轮和动滑轮的不同特点，学会

组装滑轮组，尤其会对动滑轮做正确的受力分析(这是中考的重点

和难点，要多练，对不同类型的滑轮组分析受力)。 压强和浮力

是力学的重头戏 

  (尤其是浮力，被公认为初中物理的最难点，也是历年中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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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轴点)，这一章节学起来会比较吃力，就像爬山遇到了陡坡，很

多人便有了停下来休息的念头，或者干脆不爬放弃了，或者爬到

一半上不去了，只有少数人能坚持爬到山顶。对于想要拿到 80 分

以上的同学，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在压强中，重点要分清固体压强和液体压强的不同点和计算

方法(这是重难点，尤其是求液体的压强和压力);学习浮力时，要

理解浮力的本质(产生原因)和浮力的计算方法(阿基米德原理)，

灵活运用浮沉条件解决不同问题(这一点是最难的，需要通过做很

多题掌握不同题型的解题方法)。 当你爬过浮力的山头后，会感

觉稍轻松一点。 

  功和机械能是力学的最后一章，难度适中，要理解做功的条

件(两个因素)，熟练运用功和功率的计算公式，理解有用功、总

功和机械效率，会测量和计算机械效率(这也是中考的重点，常在

力学综合压轴题中考察)。另外要知道动能和势能的概念和影响因

素，结合生活实例理解两者的相互转化。力学就学这么多(涵盖所

有中考力学考点)。 

  学习电学的同学开始学习电压和电阻，这一章与上一章联系

紧密，进一步解释了电流的形成原因(电压的作用)，要结合试验

体会电压表和电流表的区别，学会使用电压表测电压，分清不同

电路中电压表的测量对象(这是难点，尤其是后期的一些复杂电路



  

 

第  12  页 共  24  页 

 

图，判断不太容易，注意总结方法)。 

  通过试验理解串并联电路的电压和电流特点(这是解决后面

电学题的基本规律，虽然简单，但很重要!);通过实验现象理解电

阻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用控制变量的方法探究决定电阻大小的因

素。亲自动手掌握滑动变阻器的特点和使用方法(重点)。 

  欧姆定律是初中电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中考电学考查的重中

之重。通过试验探究理解电流与电压、电流与电阻之间的关系(在

此基础上自己总结出欧姆定律的内容)，利用实验现象感知串联总

电阻和并联总电阻的特点，会结合串并联电路电压和电流特点，

利用欧姆定律分析、推导出串联总电阻和并联总电阻的公式;学会

画等效电路图(重要性类似于受力分析图，是解决电学综合题的基

础)，通过大量练习熟练运用比例式(正比分压，反比分流等)解题

(这是解决电学压轴题的魂)。 

  另外通过实验掌握伏安法测电阻，并总结多种测电阻的方法

(每年都考)。 电功率这一章是欧姆定律在生活中的进一步运用，

联系生活理解电功(耗的电能)、电功率、额定功率、实际功率等

概念。 

  通过大量练习熟练掌握电功和电功率的计算公式(包括推导

公式)，尤其是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的关系式(这是中考电学压轴

题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实验(控制变量)理解焦耳定律;联系生活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7513202333

1011113

https://d.book118.com/175132023331011113
https://d.book118.com/17513202333101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