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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假努力” 解锁“真刷题”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教师 孔 怡

数学

什么是刷题？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这两个字，我们

得到的答案是，“刷题是一种在短时间内快速接触大

量题目，用尽量短的时间弄懂题目和答案意思与解答

方法。它侧重于题目的数量而不是完成的质量。”

我们常说“量变引起质变”，质的飞跃必须要有量

的积累，因此，做足够量的习题，是在考场上可以发挥

自如的必要条件。刷题若重数量不重质量，学生会对

知识不求甚解，甚至越学越糊涂。此外，盲目机械性

刷题，很容易被自己的“假努力”所欺骗，但实际效果

却是事倍功半，以致考生自信心受挫，难以达到理想

的复习效果。

高考数学很大程度上考查的是学生对知识点的

掌控，对核心思想方法的理解，对解题策略的恰当选

择、做题的熟练度、计算的准确度等，这些都需要通过

相当数量的题目训练才能实现。因此，刷题是为了提

高同学们的做题能力。能力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数量

的多少，更取决于对足够量题目的深入分析、总结和

思考。强大的做题能力包含两个方面：清晰的解题思

路和良好的做题习惯。刷题的目的，一是让同学们可

以熟练掌握解题方法，在短时间内可以把解题所需的

知识方法快速并准确地调出来；二是可以在刷题过程

中发现自己知识体系及思维方式上的漏洞，从而更有

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因此，刷题不是低效地重复，不是天真地练习，而

是对自己的漏洞、高考的重点进行刻意练习，所以掌

握正确高效的“刷题”方法尤为重要。那么，刷题的正

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

一、先打基础再刷题

考生要自查高中各模块的重点基础知识是否已

掌握，如概念、定理、公式等。做题时，不能一边翻书

找公式一边对着公式“照猫画虎”，考生要先将基础知

识烂熟于胸，做题时必须闭卷独立完成，这样才能体

现出自己掌握知识的真实情况。

二、专题、整卷结合刷题

考生可以在前期分专题刷，后期专题、整卷结合

着刷。专题训练每天都要做，利用零散的碎片时间来

做，用以扬长补短；整卷训练限时做，用来发现漏洞，

锻炼节奏。进入高三以来，同学们经历了大大小小很

多次考试，应该对常考的知识点和自己的知识掌握情

况有初步了解，因此需要根据考试的重点内容和自己

的薄弱环节分专题进行训练。之所以前期先分专题

刷，是由于高考在各个模块内出题的逻辑是比较一致

的，每个模块不会出现特别偏、难、怪的题目。通过分

专题刷题，考生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相应模块的出题

思路，可以较为稳妥地拿到中低档题的相应分数。近

五年的北京高考试题和近三年的模拟题是很好的练

习材料，能反映考题的大方向。通过认真研究试题，

同学们可以及时检测自己的学习效果，找出自身存在

的不足，并及时加以改进。

三、及时反馈，定时复盘

考生刷完题必须及时订正答案，及时对题

目的解题思想和方法体系进行总结、反

思，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甚至强

于做题本身。如果说刷题

就像去医院对身体进

行检查，复盘反

思纠错才是治疗的过程。很多同学只是忙于做新

题，忽略了及时对自己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治疗”的

过程，结果自然是徒劳，就像只看病不吃药，病情不

会有好转一样。如果用两个小时做一套题，考生至

少也要再花两个小时总结这套题，反思自己的状

态、节奏、正确率等，复盘错题以及当时蒙对的或纠

结费力的题目。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请教老

师或同学。

对于整套题，建议同学们可以整理成下列表格形

式（表1），这样不仅常考的重要知识点一目了然，也可

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常错的薄弱环节在什么地方，更加

有的放矢地进行训练。下面以2023年北京市西城区

数学“一模”试题为例进行说明：

2023年北京西城数学“一模”试题

题
号

1

2

3

…

7

…

17

18

19

…

所考查的知识点

集合运算

函数的单调性判断

利用函数性质比大小

……

双曲线背景充分必

要条件

……

概率统计

线 面 平 行 性 质 应

用，利用空间向量

求二面角余弦值

导数的应用

……

得分/
总分

4/4

4/4

0/4

…

0/4

…

10/13

8/14

9/15

…

错因

不知道 cos2 的大小，

没 想 到 2 是 第 二 象

限角

……

未考虑到双曲线焦

点位置对其渐近线

的影响

……

事件相互独立的概念

不清

（1）不会利用线面平

行的性质定理证明线

线平行；（2）不能准确

判断锐/钝二面角

没能恰当构造函数、

利用单调性解决问题

……

表1
每做完一套题，考生都要如此细致地进行梳理，

看似会花费很多时间，但这是清晰认识自己解题情

况、查漏补缺必不可少的环节，效果远比盲目刷新题

好。只做题不纠错、不反思，会的总是会、不会的还

是不会。这就是很多同学感觉天天在做题，但成绩

却难以提高的原因。因此，我们要让做过的每一道

题都发挥出最大价值，不光要努力刷题，更重要的是

努力思考。

四、有效利用错题本

提到整理错题，就会涉及到一个很好用的工

具——错题本。相信很多同学都有错题本，但同时也

有很多同学不会整理和使用它，使得本来是提分神器

的错题本变成了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的鸡肋。如何

有效整理错题，实现学习效率最大化呢？

首先，错题整理最好用活页本，这样有助于后面

遇到同一类型题集中归纳。错题本的每一页建议设

计成如下格式（见表2）：

1

√
2

×

3

√
题目：可打印可抄写

错因：

第一次：

第二次（没有写“无”）：

第三次（没有写“无”）：

易错点：

解答过程（划重点：务必自己独立完成！不参考任

何提示及答案！）

第一次解答：

第二次解答：

第三次解答：

表2
第一部分，整理题目，考生可直接剪裁粘贴或手

抄（概率统计及立体几何建议直接粘贴，抄起来比较

费时费力）。第二部分，分析错因，考生不能因“马

虎、审错题”之类敷衍了事，一定要认真分析，是概念

不清、运算符号看错、落看题干中的某些重要信息，

还是解题解到什么地方后就没思路了等，这样才能

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练习，提高成绩。如题目

中出现易错或易混淆的知识点，考生也要及时总结

到错题本中，将两个知识点相同与不同之处对比着

写出来。针对这部分内容，老师在讲评试卷中一定

会重点强调或做其他相应引申，因此无论所讲题目

是否做对，考生都要认真听老师讲评，否则会错过很

多重要内容。第三部分，也是最关键的一部分，考生

要完全模拟考试状态独立完成解答过程，选择题和

填空题也要写出过程或思路，期间不能参考任何带

有提示信息的材料，也不能询问他人。在这个过程

中，大家很可能不能独立地把题目完整解出来（尤其

是解答题），这是正常现象，因此在努力思考还是做

不下去后，需要重新对这道题进行思路整理，此时可

参考笔记、可向他人请教，问题解决后继续独立完成

该题目，之后在“1”下面的方格里打√。3天后，考生

重复第三部分过程，若通过自己独立思考可以将此

题正确做出，则在“2”下面的方格里打√；若不能，则

在“2”下面的方格里打×，并重复上述第二、三部分

过程，将此次的错因或做不下去卡住的点写在“第二

次错因”处。7 天后继续重做此题，若还是不能独立

完成，则要在当时弄懂的前提下，在第 10 天继续重

做此题。经过三至四遍的重复，考生应该可以做到

完全掌握了。

精心整理出来的错题本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复习

资料，考生要经常在空闲时间或准备下一次考试时

拿出错题本浏览一下，在遇到同类习题时会立刻回

想起曾经犯过的错误，从而避免再犯。最初复习时，

考生一定要多回头看，以后间隔时间可以加长一点，

如果发现有的问题已经完全掌握，这时就可将这部

分内容移除，错题集里只留下那些还没完全弄懂、没

有完全记住的内容，保证自己每一次翻开错题集都

能加深学习。

综上所述，我们刷题要注重方式方法、时间环境，

同时特别注重刷题后的反思、复盘、纠错的过程，利用

好错题本，使每一道题都发挥出最大作用，这样便可

起到很好的复习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