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牢板块知识体系

真正走上考场，拿到试卷时，

刘晶建议考生既要统筹好答题顺

序，又要留意自己的应考心态。

试卷中的题目通常有易、中、

难之分，建议考生在答题时不要

拘泥于试题顺序，不妨尝试先跳

过较难、暂时没有思路的题目，但

是一定要在试卷上醒目位置做好

标记，避免忘记之前跳过的题目；

整场考试的最后阶段，一定要留5

分钟确认所有题在答题纸的正确

位置上作答，避免出现客观题遗

漏或涂串行、主观题答错位置等

情况的发生。

此外，考生要避免出现牺牲容

易题时间，将其补贴给难题的这种

错误做法。所谓的容易题是指自

己熟悉的、思维量少的题目，但并

不代表可以粗略地审题、凭感觉无

思考地完成。所以每做完一道题

或一个题型，要有回看几秒的意

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出现低

级失误。

最后就是考试时的心理状态

问题。考生在应考时，遇到暂时

没思路、读不懂的问题，要灵活变

通，更换解题思路、调整答题时

间。另外，考试节奏的把握非常

重要，它可以有效地延缓疲劳状

态的到来。常有同学会因为周围

同学翻卷子，感觉别人做得快，自

己就开始着急，从而打乱原本正

常的答题节奏。总之，在考试全

程要把控节奏，不能自乱阵脚。

考生要明确，考试既是考知识、考

能力，又在比拼心态。

考中：掌握技巧控制心态

考前：做好三项准备首次月考有三大功能

考后：及时做“复盘”

“如果我们将考前复习比喻

成耕耘，那考后的总结就相当于

收获。做出深入且全面的总结，

进而及时调整，是让高三复习最

高效的做法！”谈及考后，刘晶建

议考生按以下思路做好“复盘”

工作。

及时总结。一定要趁着月

考后感悟最多、感触最深时，立

即反思、总结，为下一阶段学习

做出调整。

深究错题。要透过现象看

本质，分析出错题的深层次原

因，不能随意地以没看清、马虎

为理：由，轻易地放过错题。要

进行回归性反思：老师课堂是否

讲解了类似的问题，自己怎么听

的课，怎么进行的思维碰撞；平

时做作业时，自己有没有遇到类

似题目，是如何对待的；考场上，

自己是怎样的思维、心态、习惯

导致该题出错。

反思策略。高三一年要经历

的考试很多，建议考生要回顾、总

结考试时的答题策略，要不断找

到最适合自己的答题策略，以便

在高考中能以最优策略去应对。

制订计划。考试结束后，分

数排名都会呈现出来，考生要根

据情况调整和制订近期、远期这

两个目标，将其作为下一阶段学

习的动力。

参加首次月考，刘晶建议考

生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前准备。

学科准备。考试是对学科

知识、能力方法、学科素养的考

查，这些方面有的源于考生平时

的积累，不是靠突击就能提升

的，需要一贯的踏实积累。然

而，有的知识，是可以通过复习

来掌握的，比如暑假以及开学第

一个月整理的知识框架、上课时

老师讲的重点知识笔记、近期的

错题回顾……这些都是考前需

要做好的学科准备。考生可利

用即将到来的 7 天假期，将 6 科

进行整体规划，制定每天的复习

进度。

心理准备。考前必然会有

一定的压力，适当的压力能给考

生带来动力、提高考前复习效

率、提升考试过程中的兴奋度。

刘晶建议考生给自己提最简单

的目标，例如该得的分不丢。这

个目标虽然看似简单，但做到还

是比较困难的，考生只要把自己

掌握的发挥好，成绩一定是相对

理想的。

考试策略准备。刘晶建议考

生根据最近复习的内容以及自己

掌握情况，制定考试策略；如：考

前设想一下如果出现难题，应如

何处理；应对简单的题，如何保证

不犯低级错误。此外，还要安排

不同题型的答题时间，将考试时

间进行大致分配。此外，提前准

备好考试用品也是确保考试顺利

的重要因素。

在高三一整年的众多考试中，

首次月考有何特别意义？刘晶老师

给出了以下三个关键词。

诊断功能。首次月考是对考生

暑假和第一个月学习成果的检验。

考生可以依据第一次月考审视学习

方法是否需要调整、知识掌握是否

到位。因为高三以复习为主，与前

两年新课学习差异很大，所以要尽

快摸索出高效、扎实的复习方法。

定位功能。以选科为例，考生

既要关注单科得分率——100 分的

试卷自己得了多少原始分，这定位

的是考生对该科知识掌握的程度；

还要关注赋分成绩——这证明考生

在全体选科学生中的水平。比如你

考试原始分 85，赋分 70，那可能对

于该学科而言，你对该试卷的知识

掌握了 85%，还有 15%需要查漏补

缺；之后再分析赋分成绩：70 分证

明年级里 50%的同学都比你考得

好，这样再对照自己的 85 原始分，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知识掌握达到年

级平均水平，这样综合分析才能明

确自己的位置。

鼓劲功能。取得了理想结果的

考生，一定会信心大涨，只要不松劲

儿，坚持下去会更好。对于结果不理

想的考生，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及时调

整心态、调整学法，坚持不懈、积极应

对就能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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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是高考备考的重

中之重。作文的备考除了

在几轮复习中的专题化体

现外，对于考生而言，保持

常态化积累尤为重要。

对于高三生来说，最

好能在备考中准备一个作

文积累本。上面不仅有我

们 常 说 的 作 文 素 材 ——

“名人名言”“好词好句”

“论证例子”；更要注重积

累“思想和见识”，而这非

一天之功，不能一蹴而就，

这是作文教学中最难提

升，也是优秀作文中最应

具备的品质。

为了不断拓展认知和

思考边界，考生每周应阅读

时评，教师每月应有意识地

针对一些主题引领考生开

展多角度研读。比如，为了

呼应统编版语文新教材“劳

动单元”的设定，可以引领

考生思考新时代劳动的价

值和意义。考生可对时评

中关于“劳动”不同观点的

阐述做梳理整合，在作文积

累本上记录那些能启迪自

己的优秀观点，最后再以

“劳动今说”这篇作文进行

输出。这样作文不再是陈

词滥调，而是在借鉴和学

习他人的基础上言之有

物、言之有理。通过一次

次这样的训练，作文积累

本越来越丰厚，考生在面

对写作时的想法也越来越

深刻。只有在日常备考训

练中锻炼写作的“思维”能

力，在月考、期中考试、期

末考试等一次次大考中锻

炼写作的“成文”能力，方

能促使写作能力日积月

累，实现跃升。

第一次月考备考中除

了以上两点外，还应关注

作答的精准化，心态的长

远化等。看重月考的反馈

性，但也不完全狭隘地着

眼于此，“流水不争先，争

的是滔滔不绝”。一方面

让高三语文复习成为自己

成长中独特的生命体验，

另一方面也充分享受每天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这样才算是有生命力的学

习过程。

注重作文常态积累

语文的高三备考大约

有三轮复习，第一轮复习一

般始于高三开学，终于期中

考试。第一次月考刚好处

在 第 一 轮 复 习 的 中 间 位

置。每个学校的语文备考

团队都有自己三轮复习的

详细安排，每一轮复习中也

自有其侧重点。有意识地

在月考中检验和考查知识

体系的构建程度和掌握程

度，是一次月考的重点。这

也提醒考生，要紧跟老师的

复习节奏，编织自己的语文

知识体系网。

比如，很多学校都会将

语文核心素养中最难提升的

“文言文阅读能力”当作一轮

复习的起始，因为文言文复

习需要“大火炖，小火煨”，没

有数量上的绝对积累，很难

有阅读能力上质的飞跃。因

此，在月考到来之前，考生可

以建构自己文言文复习的知

识体系网。一部分是文言知

识的框架体系：如 120 个文

言实词、18 个文言虚词的用

法，文言文特殊句式、词类活

用的常见类型等，通过教师

提点、考生练习来积累获得；

另一部分是文言阅读能力

的框架体系，如史传类文言

文阅读中人物形象梳理的

基本方法，史论类文言文中

如何通过段内标识梳理议论

的结构脉络等，通过课上精

讲、课下精练来内化。通过

这两大框架体系的建立，考

生便能掌握文言文学习的途

径。其他板块亦是如此，筑

牢知识体系，再通过月考检

验，帮助自己查漏补缺，完善

复习体系。

进入高三，就意味着考生已经进入了“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而高三的第一次月考，对师生而言，既是检验前段时间复习有效性的“试

金石”，也是下一阶段复习内容、节奏调整的“指南针”。在考前、考中和考后三个不同阶段，考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本报记者特邀北

京市第一七一中学高三年级组长刘晶为同学们支招。

常态积累 筑牢体系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许姗姗

首次月考除了检验 还有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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