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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这一年，我的生活基本是在

学习中度过的，低头鏖战学海，偶尔抬

头幻想星空。努力是每个高三生的必

备“武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仅

有努力是不够的，没有方向的努力就

容易陷入“无头苍蝇”的困境。所以，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

更加从容。

灵活制定学习方法

我的学习方法是灵活的，每个学科

都有不同的策略，不忽视任何一个学

科。

历史、地理、英语、语文算是我的优

势学科，但成绩都不稳定，所以我给它

们分配了基本相同的学习时间。我认

为任何科目的学习都重在基本功，要重

视历史的史实、地理的主干知识、语文

的前期积累和英语的词汇量等。历史

和地理的学习重在构建自己的知识体

系，这是我一直以来最重视的事情。我

会把历史和地理的基础知识点，按照自

己的方式理解和记忆，并建立框架，用

逻辑链条串联各部分的知识。这样在

考试中我就能调动运用得更顺畅。英

语重要的是阅读量的积累，积累到一定

程度后“题感”就会很好。高三生活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坚持外刊阅读，

扩充词汇量和知识储备，取得了不错的

成效。

作文是我在高三取得的最大突

破，“一模”还曾写出了满分大作文。

我的作文学习法宝是摘抄本，我会抓

住所有老师给的素材（包括各种散文）

和自己的阅读积累，不断从不同切口

思考素材在议论文写作中的运用，灵

活运用在作文中。 提升人文关怀能

力是提高作文格局的秘籍，我在写作

时会用情感和文笔让议论文变得更柔

和，以打动读者内心。

相较之下，数学和物理则是我的

薄弱学科。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漏补

缺，我发现问题主要在于基础不牢。

所以在别人努力刷题时，我分出一部

分时间回归教材，将所有基础概念理

解透彻，在考试中尽量不再出现小的

失误。数学和物理题有一定规律，高

难度的题我不那么有把握，因此在做

中低难度题时，我保持逻辑清晰和严

谨，确保得到该拿的分数。

放下杂念 保持好心态

心态调整也是高三时的一项“课题”，

心态的好坏会影响发挥，进而影响成绩。

我的高三跌宕起伏，区里4次大考让我经

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成绩起伏。

第一次大考时，因为我没有心理负

担，在轻松的心态下意外取得了理想的

好成绩，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

开始有了包袱和杂念。我开始关注别

人的学习情况，一心想着怎样才能得到

更高的分数。

由于过度在意成绩本身，我的第二

次大考成绩有所下降。之后我便处在

焦虑状态中，总是觉得其他人能很快写

完作业，还能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我

自己的事却怎么也做不完，自此陷入了

迷茫。后来“一模”时，我考出了很差的

成绩，父母和老师都帮我分析了问题和

解决办法，我也重新调整了状态，卸下

包袱，开始专注于知识本身。即便“二

模”前后一段时间居家学习，我也保持

了良好的心态，每天劳逸结合，动态制

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于是，我的成

绩在“二模”回归了正常水平，高考也得

以正常发挥。

实力的确决定成绩，但心态也会

影响成绩。总而言之，有了努力作为

底色，好的方法和心态能让高三这幅

画卷更加绚烂。回想高中三年，我最

感谢的是同学和老师的陪伴。我爱的

老师们会用无声的陪伴给我勇气和信

心，让我相信未来的美好；他们还在每

一次的交流沟通中给予我力量，发现

并解决我学习上的问题，倾听我的迷

茫，让我安放情绪。我的好朋友们可

以与我分享快乐，在我难过的时候给

予鼓励和安慰，促使我不断前进。

我感谢他们的陪伴，让现在的我

相信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未

来还有无尽的远方在呼唤我的到来。

我高中来自八一中

学，读高三那年时恰逢新

冠疫情来袭，于是有了后

半学年居家备考的经历，

现以过来人的身份和新

高三生做如下分享。

居家备考要自律

居家备考，认真听网

课与在校期间认真听讲

是同样的道理。同样一

天课，可能考生会感到在

网上更累一些，有时还会

有些烦躁。这样的话，可

以适当减轻课后的学习

强度，保持头脑清醒，提

高效率。老师在网课时

看不到学生状态，因此考

生是选择放纵自己还是

更灵活地做学习规划，完

全由自己去选择，这时自

律就比较重要。

周末的时间建议考

生用来突破瓶颈而不是

保持手感，因为平时各科

已经有持续不断且大量

的练习了，周末可以尝试

解决压轴题，给自己增加

难度。当然基础比较薄

弱的同学还是要重点抓

基础，如果基础很稳，就

算难题不会做，也能考出

理想分数了，高考最怕简

单题失误，完成更高难度

的题目则是锦上添花。

安排合理的话，在高

三完全可以提升一个台

阶。但考生不要急于求

成，更不要患得患失。

总结是个好习惯

我认为总结是最重

要的。笔记和错题整理

都是比较常见的形式，记

什么、整理什么很关键。

零碎的知识点和完整的

知识体系完全不同，照着

黑板抄一遍和根据自己

的理解背默一遍完全不

同，只有框架和细节满满

也完全不同，但只要效果

达到了就是好的总结方

式。总之，提炼总结这个

过程很重要，不论是在脑

中还是在笔头上，我高中

时习惯在脑中整理知识

点，强化记忆，遇到自己

经常出错或记不清的地

方也会很认真、很详细地

写在纸上。

对于有自己一套不

一定常规、但行之有效的

学习方法的同学，希望你

们一定要坚持住，不要随

波逐流。学习方法没有

对错，只有适不适合，在

这方面只要听从自己的

内心，达到效果就是好

的。

对于大多数考生而

言，相信自己的老师就好

了。他们对高考很有经

验，跟着他们的节奏，认

真完成老师布置的每项

任务，绝不会有大问题。

下面教大家一个简

单 判 断 自 身 情 况 的 方

法：看高三前的一些小

考成绩，如章节测验之

类的，因为这些考试往

往是在刚学完某知识点

不久时进行的。如果考

得不错，就说明自己的

学习方法或者状态是好

的，快速掌握了知识；如

果不是很理想，那就需

要继续不断练习，按部

就班跟紧老师的步伐。

找准定位后，考生千万

不要左右摇摆。

高一时，我加入了学校模拟政协

社团，希望能在未来为社会发展建言

献策。通过观察身边的同学，我发现

许多人对未来职业发展很迷茫。许

多同学即使到了高二高三，还是不知

自己对哪些大学专业心之所向，更不

用谈自己对以后要做什么工作有何

规划。

经历无数个日夜的调研、访谈，我

和同学在社团老师李杰的带领下，名

为《在企事业单位建立高中生职业体

验基地》的模拟提案大功告成，在全国

大赛上拿了大奖，还被海淀区政协真

正采纳落实，成为“一号提案”。如果

说学习计算机是我的个人理想，那么

为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则成为了我

心中的诗和远方。当我听到学弟学妹

说，我们当初的提案已经逐步落实的

时候，心中的成就感远超出考上一所

好大学。它让我意识到人在社会中的

价值，哪怕是高中生，依然可以作出力

所能及的贡献，让自己的奋斗更有价

值，对未来人生有“大用”。

所以学弟学妹们，如果精力允许，

建议大家充分利用宝贵资源，参加活

动与社团，找到属于自己的、值得一生

奋斗的长远目标，最好是能将个人志

向与社会、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刚接触计算机的时候，它还不像

现在这么火。初中的我懵懵懂懂地加

入了校学生会技术部，尝试编程、搭建

网站。虽然成果在现在看来拿不出

手，但计算机世界的无限魅力也足以

让一团热爱的小火苗在我的心底燃

起。只有小火苗是不够的，要想让它

成为真正的理想之火，还需要一片允

许其发展的沃土。很幸运，我找到了

我的高中——北京一零一中学。

高一时，班主任老师刘志菡在得

知我对计算机感兴趣后，极力推荐我

参加北京“翱翔计划”。学校的老师们

也给予了最大力度的支持，让我有机

会进入清华大学信息国家研究中心，

跟随教授和学长尝试科研、实践项

目。在那段时光里，我学到了很多高

中阶段难以接触的知识。这一年多的

探索让我心中的火越烧越大，对学习

计算机专业的执着也越来越深，认准

了它就是我的理想所在，希冀着以后

可以和它朝夕相处。“我一定要学习计

算机专业，还要在业内顶尖的大学里

学习！”当时课内成绩并不算优秀的我

在心里暗下决心。

后来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高

二、高三的我一直在追寻着这个理想，

也在追赶着计算机专业因热度越来越

高而水涨船高的分数线。刷过了一套

套试卷，写干了一支支黑笔，成绩虽有

波澜起伏但总体稳步上升……最终，

高考结束、收刀入鞘。在志愿填报时，

我填上了清一色的计算机专业。

或许这就是理想的力量，哪怕有

千难万阻，我也要逆着风前进、一苇以

航。当时周围有同学不解我为什么会

有如此执念，但我想，我已经给自己交

上了完美的答卷，其余无须多言。所

以，我建议学弟学妹们，尽快找到心中

所爱，然后朝着它拼搏吧，热爱的风会

将你吹向成功的彼岸。

好方法和好心态

两大法宝助我考上理想学校
清华大学日新书院2022级钱学森班学生 宋舒云

热爱的风会将你吹向成功的彼岸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学生 李济森

冲刺高三，考生要选对方法，努力才会锦上添花。

分享我的居家备考经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

2020级建筑实验班学生 吕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