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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留学留学课堂课堂

新东方洛阳学校国外部
口语名师 袁国栋

四类考生的
出国建议（一）

高考结束后，用心良苦的家长们
做着两手准备：如果孩子考上理想的
大学，就让他们在国内读书；如果进不
了重点大学，就把他们送到国外留
学。现在很多国家的留学政策都与高
考成绩挂钩。下面由新东方国外部口
语名师袁国栋就四类考生情况给大家
一些基本建议：

●第一类考生：上重点本科分数线

建议方案：申请全球Top50位顶
尖院校或报读就业前景看好的精英
专业。

高考成绩达到重点本科以上的学
生一般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在国内已
具备非常好的学习基础，应该可以胜
任国外的学习。

如果这类学生提前一年申请就很
可能顺利申请到排名很靠前的院校，
但是因为在高考前后才决定留学，很
可能还没准备好语言成绩，所以这类
考生适合申请明年春季入学，或者入
读名校的桥梁课程或预科课程。如赴
美国，如果选择申请明年春季开学的
知名院校，要在此之前准备好托福或
者SAT成绩。如去英国，学生可以将
报读名校预科作为日后进入全英前
20位的顶级名校的跳板。如申请澳
大利亚院校，除了申请预科外，高考成
绩优秀的话，也可以直接申请澳大利
亚名校，但须具备较高的雅思成绩，如
申请西澳大学、麦考瑞大学，雅思要达
6.5分。

●第二类考生：一本线与二本线之间

建议方案：申请世界百强名校或
申请各国排名前30位院校。如果家
庭经济条件允许，那么与其在国内读
普通本科院校，还不如去排名更靠前
的国外本科院校。

如果这类学生赴英国，可以申请
综合排名前30位的学校，如埃克塞特
大学、纽卡斯尔大学、谢菲尔德大学
等；赴美可申请排名前200位的名校，
如旧金山大学、俄亥俄大学、纽约州立
大学等；赴加拿大可选曼尼托巴大学
(加拿大综合排名第15位)、布鲁克大
学等。（未完待续）

更 多 留 学 问 题 请 致 电
0379-62688117

新东方留学学习旗舰中心 (通济
街与政和路交叉口天元商厦四层)

中考命题依据《课标》，立足教
材。《课标》规定了初中阶段学生应达
到的科学探究能力要求和应掌握的
科学内容。很多教师不学习《课标》，
以至于不清楚各知识点要达到“认
识、了解、理解”中的哪个层次，在复
习过程中盲目拔高，不仅劳而无功，
还浪费时间，这些教师要引以为戒。

《说明检测》将《课标》规定的科学内
容细化为18个知识块，清晰地描述
了其要求的层次，教师一定要认真领
会，不能把《检测》单纯当成一本练习
册。学生可以根据考试范围梳理、自
检知识的掌握情况。最后还要回归
教材，精读教材，因为教材中蕴含大
量命题素材。河南省作为教育大省，

所用教材版本很多，比如人教版、沪
科版、北师版、教科版等，建议教师阅
读一下其他版本教材，在知识情景上
做个互补。

最后，提醒战斗在一线的师生
们，要注意劳逸结合，以饱满的精神
状态迎接中考，为自己书写一份满意
的答卷。

2014年物理中考备考复习指导
□洛阳市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 席丽翎

中考临近，九年级的师生们正在紧张地复习备考。一寸光阴一寸
金，为了提高复习效率，在此给出三点建议。

“一模”试卷凸显的问题有：
1.不注重夯实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如第13题中考查的信息、材料、
能源等纯属记忆性的知识，第14题考
查的电路故障判断属于基本实验操作
技能，这些题难度不大但得分不高。
扎实的“双基”是取得好成绩的前提和
基础，在后面的复习中，一定要把有漏
洞的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认识透彻，
提升基本技能。

2.答题不规范。从答题情况看，
有些学生貌似“会做”某题，但却不能
用完美的答案赢得分数。（1）错别字
现象普遍。如有的学生将“磁场”写成

“碱场”，将“振动”写成“震动”，将“竖
直”写成“坚直”等。（2）语言表达不
准确。如第21题中分析“在杯中水里
加盐搅拌后吸管上浮的原因”，很多学
生不能写出关键的物理术语，不能有
条理、简洁、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3）做图不规范。有的学生不用直尺
铅笔做图，涂改凌乱，影响教师阅卷。

有的画力的示意图不画作用点，不注
意线段的长短，忘了画箭头或不标注
字母。有的画光路时将光线画成虚线
或不标箭头。（4）综合应用题解题过
程条理性不强。有的不写公式、没有
代入数据的过程，有的不知道带入数
据包括数值和单位，不知道加必要的
文字说明，还有的不习惯分步骤做题，
用一个公式推导到最后，一旦出现问
题，全盘皆错。教师自己在板书板画
时要做好表率，学生也要规范自己的
答题习惯，并积极主动发表自己的观
点，参与课堂。

3.运算能力差。如第5题要计算
路灯一天消耗的电能，需要先算出灯
一天亮多长时间，“使用时间为17点
30分至次日6点50分”究竟是多长时
间，好多学生算不清楚。学生平时做
题时不要过于依赖计算器，要学会规
划在考场上用好一张演草纸。

4.创新和知识迁移能力差。如第
19题让学生评估实验中测得的密度

值是偏大还是偏小并说出依据，表面
是考查科学探究的评估要素，其实也
是在考查学生的实验创新能力，这一
问得分较低。如第20题提到“磁感应
强度”这个高中才会学习的物理量，这
符合命题要注重初高中衔接的原则。
很多学生一看到新的情景就被吓住
了，不会运用已具备的图像信息分析
能力，将欧姆定律、磁场知识迁移过来
解决新问题。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阅读
理解能力，面对新情景能想象出物理
模型，准确地选择物理知识作答，不要
为了增加课堂容量而不给学生思考和
表达的机会。

5.非知识性因素影响。主要表现
在卷面书写字迹潦草，不按要求用黑
水笔答题，不用铅笔做图。有个别学
生答题超出规定区域，试题切割后，导
致电脑上不能完整显示答案。学生平
时要养成好的答题习惯,习惯成自然，
若平时随意惯了，考场上很难纠正，想
临时改变坏习惯势必影响做题速度。

河南省物理中考题一向秉承“稳
中求新，稳中求进，稳中求变”的理念，
突出一个“稳”字。认真研读试题，就
能找到一些共性,例如：

1.填空题和选择题覆盖知识面较
广。重点考查基础知识，命题素材常
取自教材或日常生活。

填空题第1题常涉及简单的物理
学史，如“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物理量
单位”“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等。填空
题最后一题难度系数大，知识载体暗
含初高中衔接知识如“光疏介质、光
密介质”“电子流形成电流”等，或考查
科学方法。

在选择题中，经常考查对物理量
的估测估算问题。信息、材料、能源题
每年都有,这是容易被忽略的知识
点。常有一道选择题综合摩擦、惯性、
力的作用效果等力学知识，还有一道

浮力题，虽然不要求定量计算，但要求
分析、推理，难度较大。

声现象、物态变化、透镜成像规律
往往在填空题或选择题中考查。

2.做图题，力学题常考查处于平
衡状态或非平衡状态的物体的受力示
意图。另一题常考光的反射光路，近
些年没考过光的折射光路。偶尔会考
磁感线或家庭电路连接。

3.实验探究题，4分的小题考过透
镜、焦耳定律、电磁感应现象、熔化、沸
腾等，平面镜成像没考过但很重要。
另外两道大的实验题是一道电学题和
一道力学题。电学考查“探究电流与
电压、电阻关系”“测电阻”“测小灯泡
功率”等，都基于一个电路。要注意对
特殊方法测电阻的拓展。力学题考查
面宽，要注意测密度实验的拓展（比如
和浮力结合）和测液体的密度。“探究

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也是一个很重
要的实验。课标后附的20个学生必
做实验要关注其中的力学实验尤其是
没考过的实验。

4.综合应用题。包括力电综合、
电热综合、光热综合等。注意题中所
给物理量应该乘以还是除以转换效
率。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山地车、
标志能效等级的家电、带有压敏或热
敏传感器的装置等都是命题的热点素
材。最好在专题复习时，让学生精练
不同情景的有代表性的题。

5.图像信息题。要求学生能识别
图像横坐标和纵坐标所表示的物理
量，分析图像的变化趋势或规律，根据
图像的变化情况确定两个物理量之间
的关系。这一类题几乎每年都有出
现，且属于难度大的题，建议做个专题
复习。

从“一模”考试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研究近几年河南省中考题，寻找共性，复习才能有的放矢

处理好《课标》、教材和《说明检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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