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两年时间

流逝，我已从高三考生变成一名大二

学长。黑格尔说“青春是生命中最美

好的一段时间”，就像两年前的我，和

你们一样怀着同样复杂的心情迎接

着神圣庄严的高考。有人说高考好

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分之差便是

千人。而我却认为，高考只不过是人

生无数机遇中的一个，无需过分紧

张，只需在当下做好准备，把握住在

题海里汲取知识的能力，同时从模考

中找寻到适合自己的应试技巧，做好

心态调整，不走独木桥的你会找到通

往诗与远方的阳关道。《礼记》中提

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合理的

备考安排，积极的应考心态，长远的

生涯规划，不仅能让你在高考中充分

发挥自己的实力，更能为自己的漫漫

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爱默生说：思考就是行动。要想

制订一个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备考方

案，必须先思考并分析自己的现状，

找准定位。从学科方面入手，可以从

直观感受和成绩分析两方面了解自

己的优劣势。一般而言，自我感觉学

习难度较大的学科便是较为薄弱的

学科。同样，可以将几次的模考成绩

列在一起进行横向对比，以此发现学

习状态走势，及时做出调整。纵向对

比出优势学科和劣势学科，合理分配

学习时间。在保证优势学科继续拔

尖的前提下，将重点侧重于劣势学科

的提升，多花时间与精力，攻坚克

难。从学习状态入手，在回顾自己的

学习经历后，你不难发现在某个时段

头脑会更清晰。不妨以此为参考，制

订出每周大致的学科自主备考安排，

或许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低头赶路很重要，但也不能忘了

抬头看方向。根据自己的现状，设立

一个可实现的目标，会让你在备考迷

雾中看清前进的方向。理想院校的

选择不应遥不可及，应是经过自身不

懈奋斗就能实现的。你可以搜集目

标学校的海报、明信片夹在课桌或贴

在家中的墙上，时时刻刻激励自己。

你可以达到理想院校的录取分数线

为目标，将每门学科拆分，设定短期

内需要提升的科目目标分数，进一步

优化备考方案，合理化安排时间。

当然，光靠合理的备考方案不足

以实现目标，还需掌握科学的方法。

学习方法不能千篇一律，必须符合实

际情况。基础较为薄弱的同学，应当

把时间着重花在基础知识点上，重新

去学习理解教材中的定义，唯有基础

足够扎实，才能突破瓶颈达到新高

度。基础较好的同学可以有选择性

地做题，有针对性地钻研难题，力求

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

焰高。团队学习会为备考生活注入

一份难得的轻松愉快。你可和伙伴

们组成一个小团队一起学习，将各

自的优势最大化利用。团队成员凝

聚以学习为中心的共识，形成合力，

相互学习，相互监督，张弛有度，共

同进步。

心态决定成败。高三后半程，频

繁的考试容易让你心烦意乱。一模、

二模、三模、周考、月考，源源不断的

考试导致你产生倦怠心理难以避免，

但学会以积极、平静的心态面对是更

优选择。一次次的模考不过是对自

己近段时间学习成果的检验，无需过

分看重某一次的结果，你只要认真对

待每一场考试，考后及时查缺补漏，

提升成绩即可。不断地模考是为了

训练你心理素质，让你能以平静心态

面对高考的一种方式。你不妨在模

考中不断尝试，找出适合自己缓解紧

张的方法，为踏上高考考场的那一刻

做足准备。

若把人生比作一趟列车，那么高

考只是沿途中的分岔口，路还很长，

无论怎么选，最后我们的人生都会迎

来前路的光明。在紧张备考的同时，

你也应有更长远的生涯规划，在各高

校官网可以查找到学校和专业的概

况，结合自身兴趣专长，提早做出适

合自己的志愿规划不失为明智之举。

目标制订要合理 积极备考有技巧

李 健

北京建筑大学学生

高考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是很重

要的环节。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分享

以下三个观点：

兴趣高于收入

我当时的做法是，首先根据自

己在高中学习过程中不擅长的科

目，排除了文史类专业，并且根据

个人性格，将目光主要集中在理工

类院校。在考虑报考上不能一味

追求就业率高以及热门专业，首先

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或学科，

这样以后学习起来也会相对轻松

一些。

专业需要了解

因为自己对生物非常感兴趣，

加上高中生物学得很顺利，我在高

考前的首选是生物类的专业，但在

进行竞赛学习，见识到生物学所具

有的庞大知识体系后，我意识到高

中所学习的知识只是冰山一角，未

来的学习以及就业规划与我所想

像的完全不同。因此在高考结束

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又去认真研究

了很多专业的课程规划以及就业

前景，发现很多专业的培养计划都

和我所想象的大相径庭。很多人

对于核工程的第一印象都是核弹

一类的军工行业，实际上华电的核

工 专 业 主 要 是 以 核 电 的 方 向 为

主。很多专业并不能仅凭字面意

思做解读，需要你去查找具体的培

养计划，才能知道未来需要学习和

掌握些什么样的知识。

不排斥新专业

很多人面对新设专业会因为缺

乏可参考信息就望而却步，但我认

为一些新设专业是值得一试的。华

电的核工程专业，对比校内其他专

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专

业。我通过学校官网以及互联网上

的介绍，对基本课程以及就业方向

进行了一定了解，最后选择了辐射

核工程这一大类，并在专业分流后

选择了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后

续，学校也顺应能源行业发展，开设

了氢能专业。在我看来，新设专业

的产生是和行业需求密切相关的，

所以在锁定院校的基础上，不妨尝

试将新设专业纳入考虑范畴。

现在，距离 2023 年高考还有不

足两个月的时间，回首我高考前的时

光，还有一些学习经验与大家分享。

作为初遇线上教学的一届，我

在冲刺阶段经历了网课-线下-网

课-高考延期的一系列变动，变数充

斥其中。在遭遇不确定时，保持良

好的心态尤为重要。每天按部就班

地安排之中，要给自己留下一些情

绪的缓冲时间。如果计划过于紧

凑，就很容易因为突发变故导致情

绪失控。

在跟进校内老师复习进度的同

时，你也需要通过每天的作业发现

自身的漏洞。一开始，我每天为自

己制订很“宏大”的自主复习计划，

这反而让我难以坚持下去。在老

师的建议之下，我逐渐养成了“每

日一题”的习惯：针对自己最近的

薄弱知识点，每天每科找一道题研

究透彻；如果还有富余时间，可以

再对近期的知识进行总结。我很

喜欢用思维导图来网络化一些科

目的知识点，特别是生物和物理，

在基础复习阶段建立起的思维导

图框架，在进行查漏补缺的时候会

不断进行细化与完善，将已经掌握

的知识和暂未掌握的知识之间建

立链接，在不断补充思维导图的过

程中，也对旧知识进行了复习，做

到常学常新。

郭婧怡

华北电力大学学生

了解专业才能填好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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