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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态度 调整心态 智慧应考

“一模”不仅仅是一次考试，更是对自

身学业水平的一次检验，同时也是考生积

累经验、提升信心的重要机会。因此，考生

在“一模”前，端正态度、运用答题策略、保

持良好心态非常关键。

日积月累，端正态度促成绩
首先，考生要重视提高课堂效率，课上专

心听老师对语言点和重难点的讲解，及时记

笔记，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及时解决疑惑。其

次，课后及时复习，在练习中落实课上学习的

方法，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最后，建议考生制

订合理的学习计划，统筹安排时间。

智慧解题，攻克难关达目标
考生在“一模”前要回顾课本，系统地

梳理语言知识，跟着老师进行专项训练，了

解重点和易错点，还要做往年的模拟题，了

解单项选择、完形填空、阅读理解和文段表

达的题型特点，实践解题策略，反思和总结

做题心得，积累经验。

1.单项选择
单项选择属于基础题，考查基础语法

知识运用能力，考查内容涉及名词、代词、

介词、连词、形容词、副词、情态动词、动词

的时态（一般过去时、过去进行时、一般现

在时以及三单、现在进行时、现在完成时、

一般将来时、if 和 as soon as 遵从主将从现

的原则等）、不同时态中的被动语态、宾语

从句。

每一个考题都是一个微型语境，考生

要根据对话提供的语境分析对话发生的情

景，理解后答题。考生在做题时可以划出

关键词，这些明显或者隐含的关键词可以

帮助考生确定答案。

2.完形填空
文章体裁多为抒情或励志的故事类记

叙文，话题涉及亲情、友情或个人成长等，

选材富有生活哲理，具有教育意义。考生

需整体理解故事的发展脉络以及故事中蕴

含的道理，再根据情境准确选择词汇，选项

以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等实词为主。

完形填空的解题策略可分为读前预测

和读中解题两个阶段。在读前预测阶段，

考生通过标题和插图了解文章主题；若没

有标题和插图，则快速浏览全文，把握文章

大意。在读中解题阶段，考生要深入阅读

全文，捕捉故事要素，厘清故事的发展变

化。然后考生要细读文本，根据上下文语

境进行推断，选择出正确答案。常见的解

题方法包括语境推断——结合人物情感变

化分析文章；逻辑推理——注意关系词，如

条件关系（if, in case, unless... ），顺序关系

（before, after, next, then, finally...），转折关

系（but, though, however, yet…）等；词汇复

现——关注同义词、近义词等；一词多义和

熟词僻义。最后，回读文本验证选项，确保

选项与文本相符，逻辑通顺。

3.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共四篇文章，A篇应用文和B

篇记叙文较容易，正确率也较高；C、D篇通

常是说明文和议论文，客观地讲述某一事

物或阐明道理，对某个问题或事件进行分

析、评论、表明作者的观点和态度。考生要

掌握文章的主旨大意和细节信息，能理解

具体事实和抽象概念，能分析文章的框架

结构，能根据文章提供的信息进行推理和

判断。

解题思路：（1）读前预测，若文章有标

题和插图，考生要先解读标题、观察插图，

识别生词并预测文本内容；然后，快速浏览

全文，关注时间词或者每个段落的主题句，

把握文章主旨，理清作者的思路；（2）仔细

阅读题目和选项，划出关键词，回读文章并

结合关键词定位信息；（3）将相关信息进行

整合、分析、对比，有根据地排除干扰项，选

出正确答案；（4）整体理解语篇，掌握作者

的写作意图，验证答案。

4.阅读表达
阅读表达设有四个问题，一般前三道题

针对文章的细节信息，考生能在原文找到原

句或出处；第四题对语篇意义的理解能力要

求较高，考查考生读后的感想、观点、看法

等。考生要注意答题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注

意人称、时态、拼写和信息完整性。

5.文段表达
写作考查考生的词汇、语法和逻辑能

力。考生要认真审题、构建内容、润色语

言，建议考生从以下几方面提升写作能

力。（1）多读范文。阅读高质量的范文可以

帮助考生理解优秀作文的结构、语言表达

和思维逻辑。（2）积累素材。考生平时要注

意积累写作素材，包括生活中的观察、阅读

过程中的感悟、常用的表达方式等。（3）练

习写作。考生可每天坚持写一点东西，可

以是日记、感想、小故事等，不仅有助于提

高写作水平，也有助于培养写作的习惯。

（4）注重反馈。写完作文后，考生要及时寻

求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了解自己的不足之

处并加以改进。同时，也可以对比范文，找

出自己作文和优秀作文的差距。

调整心态，显现沉着实力
备考“一模”，调整心态至关重要。考

生要乐观自信，遇到困难沉着冷静，相信自

己的实力并积极备考，以最好的状态迎接

“一模”。

建“三库” 练“三能”

一模考试既是对第一轮复

习的总结，也是考生制订或调

整下一阶段复习计划的依据。

如何备考一模，考生可参考以

下建议。

建立自己的“三库”
“三库”是指知识库、实验库和模型库。

考生可以将初中两年学到的物理知

识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干知识，如力、压

强、浮力等；另一类是常考必备基础知

识，如导体和绝缘体、增大减小摩擦的方

法、物态变化等。对于这些知识，考生可

通过“备点联网”的方式建立结构和联

系，进行有效迁移。例如，在复习电磁部

分时，考生可围绕着I、U、R、P、W五个物

理量将电学内容联系起来，同时建立电

流和磁场的关系，从而深入理解物理量

之间的关系以及电与磁的相互作用（图

1所示为内容结构图）。

图1

我们将物理实验分为测量类实验和

探究类实验，初中 2022 版新课标中有 9

个测量实验和 12 个探究实验。在探究

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中，考

生可以把“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的知识

融入其中，通过“弹簧测力计为什么能测

量物体重力”这一问题，复习平衡力和相

互作用力，通过“浮力大小与物体排开水

的体积是否有关”这一问题，复习阿基米

德原理，同时，理解浮力大小与物体体积

无关、与浸入液体的深度无关等。

考生还可以以情境模型为载体，将

知 识 和 方 法

联 系 起 来 。

考 试 中 常 考

电 路 动 态 分

析。例如，图

2所示是一种

温 度 测 试 仪

的电路，R1为定值电阻，R2为热敏元件

（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减小）。电源两端的

电压不变，闭合开关S，当所测物体温度

升高时，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A．电流表示数变小

B．电流表示数不变

C．电压表示数变小

D．电压表示数变大

考生可以将动态分析的思维链条写

出来（如图3），还可以通过电压变化，判

断R1的电功率如何变化、电路消耗的电

功率如何变化，或者判断R2电压如何变

化等等，以动态分析情境为核心，形成知

识网、方法网。

物物 理理

图2

练习自己的“三能”
“三能”是指审题、表述和归纳这三

种能力。

考试时，审题是第一环节。试题信

息是否挖掘到位，直接关系到考生能否

准确解题。这在备考时是需要考生练

习的。如 2023 年初中学考最后一道计

算题：制作简易浮力秤，读题时读到浮

力秤，可联想到漂浮状态、浮力大小等

于重力大小等知识点；读到标记零刻度

线，可联想到平衡方程；读到零刻度线以

上瓶身粗细均匀，其横截面积为 50cm 2，
可联想到圆柱体体积公式；不放被测物

体时浮力秤的总质量为 170g，可和零刻

度线建立联系，列出F浮=mg、F浮=ρgV。

在这样审题的基础上，考生可再分析题

目问题。

考试时，规范表述也是重要一环。如

画实验数据记录表、写出实验结论等，是有

一定规范要求的。在平时练习中，考生需

要多关注参考答案，学习其中规范表述的

方法；对于分析推理过程，考生不能停留在

“看会了”“想会了”，而要做到“写对了”。

备考过程中，如何提高做题效率，让

所做习题“以一当十”？考生可以尝试将

做过的习题、试题进行归类，然后找到解

决这类题的方法。例如，把实验题、选择

题、计算题不同题型中关于机械效率的

试题都放在一起，考生就会发现，解题的

第一步是需要先明确机械都包括什么，

如果动滑轮下的小桶是机械的一部分，

那么提升小桶和动滑轮所做的功就是额

外功;如果只把动滑轮当作机械的一部

分，而小桶不包括在机械里，那么提升小

桶所做的功是一部分有用功。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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