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磊（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做好数学全面复习，巧用解题技巧

何杰（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特级教师）：

语文复习要做好审视，形成习惯

高三考生马上就要迎来第一

次重要的考试——期末“定位考”，

本次考试是第一次完整地考查高

中数学知识。如何能考出水平，现

给出以下建议，供考生参考。

一、做好整体复习

数学学习是由“点”到“线”再

到“网”的过程，是将分散的知识串

成面、串成体，形成知识体系的网

络化，是将问题归类，进行知识迁

移和联想、分解与组合，一题多变、

一题多解，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考生在备考时不仅要重视单元内

的综合，更要注重学科内的综合，

关注在知识的交会点处设计问题。

二、重视数学思想方法
的学习

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

考生可运用数学思想方法进行

导向学习，在思维过程中要注重

数学思想方法在解题思路发现

过程中所起的重点作用。

三、增强审题能力

平时练习中会出现很多熟

悉的题目，但在期末考试中，将

会出现一些“新”题目。“新”是测

试真实能力的基本条件，有些考

生可能会有一种“恐长”“恐新”

的心理，这就要求考生要在平时

复习中注重题目形式新颖和变

式训练，主动寻找一些“新”题、

“好”题进行练习。

四、提高解题能力

备考中，有针对性地进行题

目训练尤为重要：模拟题要定时

定量训练，把训练当考试，积累经

验、锤炼心理；选择题的训练要立

足基础，提高准确性，注重方法的

灵活性；填空题的训练要注重准

确、严谨、全面、灵活运用知识的

能力和基本运算能力，注重书写

结果的规范性；填空题只写答案，

缺少选项提供的目标信息，结果

正确与否难以判断，一步失误，

全题零分；解答题要重视审题过

程，思维的发生、发展过程。

五、注重卷面表达的规
范训练

考生要想获得好成绩，除了

具有较高的数学功底外，还要避

免出现失误失分，一方面要通过

试题训练减少或避免失误丢分；

另一方面要规范书面表达，答卷

时做到字迹工整、格式规范、推

证合理、详略适当。

六、做好查缺补漏

考生要学会分析题目考查

的知识点、需要的能力和素养、

体现的数学思想方法，体会出

题者意图，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在改错时考生要不断转换

条件，进行变式训练，达到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的训练目的，不

能只满足于就题论题，要注重

探求解题规律，提高点评的质

量和效益。

七、注重运用技巧方法

选择、填空等小题，主要关

注运算结果，因此在考试过程中

考生可以适当使用解题技巧，如

排除法、特例法（特殊值、特殊函

数、特殊位置等）、估算法、数形

结合、正难则反等，巧用技巧，提

高准确率。

临近期末考试，为帮助考生

取得更好成绩，在语文学科上建

议考生做好以下两个审视。

一、审视应知应会的内
容是否都掌握

除了背诵默写之外，语文学

科还有许多知识是应知应会的。

例如，课本中的文言语句、重要的

文学文化常识，还有文体知识与

修辞知识等。这些知识散见于各

篇课文、各个阅读文本中，考生要

结合这些文本的具体情境理解知

识点。在每考完一篇阅读后，考

生不要局限于题目的正误，而要

把文本读懂：一方面文本读懂了，

这篇文本给的题目才能做对；另

一方面理解文本所蕴涵的知识之

后，考生会在新的考查文本中，发

现这些知识也在其中。

前述文言语句、文学文化常

识、文体知识、修辞知识等都会

在其他文章情境中再现。考生

要跟着老师一起好好梳理掌握

应知应会的内容。

二、审视自己是否形成
好的审题习惯

语文考试答题的思路往往

来自对题干的认真审读。

以本学期丰台区期中语文

统测题第 18 题为例：文章用了

较 多 笔 墨 写“ 自 古 文 人 伤 心

岭”——大庾岭，其用意是什

么？请结合文本简述。

这道题问的是“用意”。一

般来说，所谓“用意”，指的是为什

么写和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写

涉及主旨与情感，为什么这样写

涉及结构和表达效果。答题时考

生要关注大庾岭在本文的特点，

同时注意写大庾岭前后的文本内

容都有什么，然后从为什么写和

为什么这样写两大角度进行思

考。如果考生对每一道做过的题

都能这样做思路梳理，并形成良

好的审题习惯，那么阅读理解题

对于考生就不会很困难。

同样，在审作文题时，一定

要注意命题人给的楷体字的情

境限制。还以丰台期中议论文

题目为例：屠呦呦发现青蒿素，

是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香雪

“换铅笔盒”，是追求美好生活的

一小步……这“一小步”，可能是

迈出的第一步，可能是艰难的那

一步，但常常是关键的一步。在

时代变化、社会发展、个人成长

中，常有这“一小步”。

请以“说‘一小步’”为题，写

一篇议论文。

这道题给的限制是“关键一

步”这四个字，很多考生没有形

成好的审题习惯，忽视了题目情

境的限定，从而写作出现了偏

差。对此，建议考生把这学期做

过的阅读题和写作题都重新练

习一遍审题，尝试发现审题规

律，形成好的审题习惯。

如何提高英语复习效率，

更 加 高 效 地 迎 战 笔 试 部 分

呢？考生不妨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一、词汇复习重点化

词汇复习要避免平均用

力，考生要突出自己不熟的词

汇、常用的词汇和重点词汇，

重点复习实词，即动词、名词、

形容词和副词，注意词块积累

和习惯搭配等。考生可对照

课标 3000词汇表把不会的单

词按照输入词汇和输出词汇

进行分类，基础较弱的考生只

要能够认识、理解这些词汇的

意义就可以，但写作输出中的

常 用 表 达 词 汇 需 要 准 确 使

用。词汇复习时还应注意一

词多义、熟词新义，如 appre-

ciate 多 是 记 住 了“ 感 激 、欣

赏”，但还有 realize“认识到、

了解”的意思。“词不离句，句

不离文”，考生在语篇中学习

词汇，要做到泛读和精读相结

合，提高词汇复现率。词汇复

习可以见缝插针，利用零散的

时间及时、多次复习，利用上

下文、构词法和联想等方法科

学复习词汇。

二、语法复习网格化

考生要构建语法体系，对

语法知识加以归纳、分析、梳

理，使知识有序化、系统化，由

点到线，由线到面，形成知识网

络。结合所做试题，将所列语

法项目整理到语法网络里，标

注出重点和尚未熟练掌握的

内容，围绕动词的时态、非谓

语 动 词 和 从 句 三 大 主 线 复

习。同时，关注考试范围，如

时态不涉及过去将来完成时、

将来完成进行时、过去完成进

行时等，不考查同位语从句、

情态动词和虚拟语气等。加

强对错题的反思与再利用，整

理错题本，查漏补缺，如非谓

语动词要了解 v-ing表主动、

进行，v-ed 表被动、完成，to

do sth有将来的意思，做题时考

生要先找出逻辑主语，再看语

态和时态，确定其具体形式。

定语从句主要考查关系代词和

关 系 副 词 的 选 择 、介 词 +

which/ whom、非限制性定语

从句等，解题关键在于找准先

行词，再看所缺部分代替先行

词在从句中的成分，考生通过

还原从句一般不难作答。时

态和语态题很灵活，考生要准

确理解所给语境，可借助时间

轴推理动作的先后关系。

三、语篇分析深度化

阅读理解不能只求对错，

考生务必要在语篇分析上多

下功夫。最好以历年试题为

主，完型填空从语境出发，注

重词汇衔接手段，如原词复

现、同义词、反义词、上下义词

复现等，注重词汇搭配、逻辑

关系、词汇辨析及上下文内在

联系。阅读理解要每天坚持，

保持一定量的限时阅读训练，

可采取“1+3”模式，即每天保

证 1 篇完形和 3 篇阅读；也可

采取“4+1”模式，即 4 篇阅读

理解和1篇七选五，（5篇阅读

材料作为一组，在 35 分钟至

40 分钟内完成，营造考试的

氛围）。对于相对薄弱的议论

文和说明文阅读，考生要加强

对文章结构、段落层次的理

解，加强对主旨的概括能力以

及长难句的分析能力等。七

选五注重对全文主旨的把握

和厘清句际关系，考生可通过

梳理思维导图厘清文章脉络

和结构，找到规律，建立语篇

意识。

四、写作训练精细化

阅读表达和应用文写作

须落笔强化，考生可对照所给

范文细心研究，从内容、语言、

结构三个维度找出差距。在

具体写作中，要先做到内容完

整、相关、详略得当，积累话题

表达，关注语言的准确性和丰

富性，同时注意文中的衔接与

连贯。基础较弱的考生要加

强审题训练，从练好简单句入

手，关注谓语动词，时态的正

确使用等；成绩较好的考生要

学会在认真审题的基础上谋

篇布局，遣词造句，灵活运用

各种句式，尽可能丰富自己的

表达，遵循“正确为先，连贯为

好，有文采为妙”，做到面批面

改，多写二稿，不断提升。

最后，调整心态自信迎

考，“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考

生要科学运用时间，合理安排

好每天的学习任务，稳扎稳打

深入落实。

甘露（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正高级教师）：

合理规划，逐项突破英语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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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这样准备

编者按：高三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即将来临，本期特邀名师针对如何提高各科复习效率、如何突破重点知

识、如何做复习规划、如何运用技巧方法应对考试给出建议，帮助考生自信应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