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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如何学好新学科

□市二十三中 陈琳

地 理 用好五步法 □市二十六中 张小屏

化 学
吃透教材是根本

物 理 多观察勤思考

新学期接触新学科，物理怎么学？生物怎么学？学习化学有啥好方法？
本版特别推出一组稿件，请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学老师就各个学科的学习方法、学习技巧向学生和家

长进行介绍。

进入初二，同学们接触到了一门全新的学
科——物理。可能很多学生对学物理有一种
恐惧感，认为这门课听懂难、做题难。学生之
所以对物理有这样的偏见，在于没有掌握正确
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学习物理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

上课
因为刚接触物理，同学们对物理实验探究

的过程、方法，物理规律的形成过程并不熟悉，
这就需要认真听课，体会教师如何从物理实验
中得到有用的规律。对于老师的板书及其强
调的内容、习题应该整理记录在笔记本上，对
于其中某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应作标记，课余时
间及时求教老师或其他同学，使自己对物理知
识的理解不留死角。要经常翻看笔记，这样既
可以防止对知识的遗忘，又可加深对某些难度
较大知识的理解。

做题
要独立保质保量地做一些题。即使有时

做题走了一些弯路，甚至解不出来，都是正常
的，这是任何一个初学者走向成功的必由之
路。无论如何，解题过程中对物理过程的思考
是物理学习所必需的。

实验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初中物

理规律大部分来自于实验，实验能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它直接影响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
程度。对于教师所做的演示实验，学生要注意
观察实验现象，思考实验现象所反映出的原
理，而且学生一定要自己动手做一做。

注重数学、语文的学习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不好数学就学不好

物理。”物理上的很多规律都需要用数学的方
法进行推导，数学是学好物理的工具，也是基
础。比如讲到平均速度时，前半段时间的平均
速度与后半段时间的平均速度相加再除以2
就是整个路程的平均速度，这个结论的推导过
程就需要一定的数学功底。在物理现象的描
述中也体现出了语文的重要性，比如讲到温度
时，“升高”和“升高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
况，如果语文功底差，可能连复杂的物理题目
都无法读懂，更无从谈起解答了。

注意联系实际
物理来自于生活，把学到的物理知识应用

于生活之中，一方面可以加深对所学规律的理
解，另一方面可以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现在
对物理知识的考查往往会设定一个生活中的
物理场景，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多观察，多思考
才能在物理考试中游刃有余。

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地理是一门全新课
程，那么如何学好这门学科呢？

第一，学生要有想学好地理的心态，这是
打开地理科学大门的敲门砖。有很多孩子就
是因为不知道地理到底有多重要，而忽视了对
地理的学习，致使地理学得一塌糊涂。

第二，要养成看新闻和天气预报的习
惯。地理是一门综合学科，它渗透在生活
的各个方面。对于中学生来说，视野尚未
打开，多看新闻，会不自觉地让你记得很
多国内和国外的地名，并且这些地名与重
要事件联系在一起，具有生命力，容易培
养学习兴趣。看新闻，你会惊奇地发现：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国家，人们是这
样生活的，他们与我们的生活是如此不同
或者相似。同时那些新闻的背景图片也

会成为你了解这个国家的素材。经常收
看天气预报，不但是生活需要，还可以帮
你了解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气候、植被，很
直观，也便于理解。

第三，要多看地图。地图是地理学科
的生命线，很多地理学习轻松高效的学生，
几乎都喜欢看地图。对于初一学生而言，
看地图要有层次性、目的性，就是说，要先
找一个你想了解的国家或地方，从大洲到
国家或地区，再到城市：哪个大洲，轮廓有
什么特征，有什么河流、山脉、湖泊等著名
的地理事物。比如中国，看到像雄鸡一样
的轮廓就是中国，看到形状像“几”的河流
就是黄河，看到“大V，小W”形状的河流就
是长江，找到了黄河，在黄河“几”右边的拐
弯处一定是我们洛阳，长江入海口就是上

海等，这样记忆就比较准确。
第四，要学会画地图。画地图可以先描

红，等胸有成竹了再自己画。画的地图多了，
上地理课时听老师讲起来就会有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

第五，要走万里路。地理学科与其他学科
相比，更注重实地考察。去过了，比在书上看
到的印象深刻得多，得到的感悟也不一样。去
的地方多了，有很多地理规律自己也可以总结
出来，这就是自己悟出的地理。所以，要学好
地理，就得多走多看，这既是学习地理的过程，
也是应用地理知识的过程。

另外，地理上有很多图表，需要理解它的
含义，如果老师在讲解的时候，学生没有认真
听，理解上没有突破，以后学习就会有畏难情
绪。

生物，对于刚升入中学的初一新生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学生们比较感兴趣，如果
加上一些好的学习方法，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
会事半功倍，在轻松的学习中取得优异成绩。

把握整体 抓住顺序
初中生物，甚至包括高中生物是一个整

体，前后知识相连，前面知识的学习为后面知
识的学习作铺垫，后面知识有好多又是对学过
的知识的拔高。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即使你不
知道初中生物要学多少单元，也一定要翻开目
录认真看一下初一上学期要学习的3个单元、
22节课。这样学习起来可以整体把握，站得
高，自然看得远。特别是学到后面的绿色植物
时，内容比较多，时间跨度较长，很多学生都学
得迷迷糊糊。如果能整体把握，抓住顺序：植
物—藻类—苔藓—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
物，记忆就会容易得多。

联系实际 学以致用
生物学是一门实践科学，所学的知识

大多来自于生活。在生物学学习中，要注
意联系实际，例如，初一学生第二节课就是

“探究影响鼠妇生活的非生物因素”，让学
生从鼠妇（西瓜虫）入手，进行课堂探究，自
然而然得出“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这样既
学得轻松，又加深了印象，强化了记忆；另
外，课本中有关木质茎的结构，多数学生都
感到好神秘，以至于有好多学生初中毕业
了，对这些知识仍然似是而非。其实，这些
知识从我们随手捡的柳条中就能观察得清
清楚楚。

熟读教材 注意归纳
在课堂上不仅要保持旺盛的精力，还要

做到眼到、耳到、脑到、手到，调动多种感
官，做到全身心学习。老师讲课尤其是讲
授新课，一般是分块的，但各块知识之间有
内在的联系，学习时要将分散的知识聚集起
来，归纳整理成为系统的知识，这样易理解
好记忆。

另外要注意熟读教材。阅读是学习的基

本方法，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特别是对
教材的阅读，只有认真反复阅读，才能理解里
面的精华。

学会观察 认真实验
实验对生物知识的掌握非常重要，

老师会尽一切可能为每一个实验作好
准备，让学生在实验中掌握书本上的知
识，并通过实验，让学生增加动手的机
会，在动手过程中促使学生动脑筋。如
在学习《生物体的结构层次》这一节内
容时，除完成教材规定的实验内容外，
还可让学生准备其他实验材料，尽可能
多观察。

总而言之，学习生物学知识要重在理
解，勤于思考。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
规律，是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不能单靠记忆，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在
记忆的基础上深入理解，融会贯通。只有这
样，才能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考取理想的分
数。

生 物 重在理解 □市实验中学 张亮

要想学好化学，必须先了解这门
课程。为此，同学们必须提前作好预
习。在预习时，除了要把新课内容仔
细读一遍外，还应在不懂之处作上记
号，这样带着疑问听课，效率会大大
提高。具体注意以下几点。

善于听课 记好笔记

初中化学内容比较多，老师在讲课
时，围绕重点内容进行讲授。因此大家
要仔细听课，认真记笔记，这样不仅有利
于课后复习，掌握重点，还可以有效地防
止上课走神。记笔记时，要在听清楚老
师所讲内容的基础上，记重点、难点、疑
点和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另外，要学会
速记，课后再整理，要跟上老师讲课速
度，不要只顾记笔记而忘了听课尤其是
关键点，再去补救很难达到效果。

常复习 多记忆

课后应及时复习，认真做好作业，这
是学好化学的重要环节。复习可采用课
后复习、周后复习、单元复习、章节复习、
综合复习等。复习方法有复述、默写、多
练习等。只有通过多次复习才能牢固掌
握知识。现行初中化学教材中有五六十
个基本概念和原理，要求掌握的元素符
号有20多个，还有许多化学式和化学方
程式以及其他一些知识。这些内容都需
要同学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它们多为
学习化学的基础，若不能熟记，便会感到
在化学王国里行走困难。

紧扣教材 联系实际

以课本为主线，认真吃透教材，这
是学好化学的根本。同学们必须善于
阅读课本，千万不能不看教材，只练教
辅，那样会舍本逐末。阅读教材要做到
课前预读、课后细读、经常选读等，既重
视主要内容，也不忽视小字部分和一些
图表及选学内容。课后细读时要边读
边记边思考，争取将预习、听课中未解
决的问题全部解决。经常选读是指有
选择性地阅读那些重要的或难以全面
理解的内容。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的阅
读，有助于提高自学能力。初中化学内
容与生活、生产联系紧密，同学们在学
习中应尽量联系生产、生活实际，从身
边的生活中发现化学，体味化学。

重视实验 培养兴趣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
科，对于我们形成化学概念、理解巩固
知识、训练实验技能、培养观察和动手
能力、提高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同学们
要认真、细致地观察老师的演示实验，
把实验所用的仪器、药品、装置以及实
验原理、步骤、现象和注意事项都弄
清、记熟。同时，认真做好分组实验、
趣味实验以及家庭小实验，积极参加
化学课外活动，主动培养学习兴趣。

□市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 贾大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