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模”在即，考生难免会有些紧张

焦虑。针对英语学科笔试部分，复习备

考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查漏补缺抓基础

一轮复习完成了重点词汇、主干语

法知识的系统梳理，考生要充分利用好

词汇积累本、改错本，进一步整理知识短

板，建立个性化复习档案。词汇复习要

聚焦高频词汇、熟词新意，重点复习实

词，即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并且要

结合语篇训练，关注重点词块的积累，关

注上下文，意义优先，理解句意后再找汉

语的妥帖翻译。例如，常见的observe表

示“观察、遵守、庆祝”等，cover 表示“覆

盖、足够、行驶、采访”等，pick up 表示

“拾起、接收、爬起来、学会”等多种意义。

另外，考生要确保掌握课标新增的

360 个词汇。除去熟练掌握的词汇，考

生可每天复习50个词，考前大致能循环

两三遍。考生还可在语篇中学习词汇，

高考题中出现的生词要及时收集整理，

高考题的词汇是严格按照课标词选取

的，不超纲，词汇复现率高。提高单词的

复现率是巩固词汇的重要手段。

语法填空考生要特别关注错题整

理，加大对错题的反思与再利用。坚持

整理错题本，查漏补缺，是自主复习的好

抓手，常看错题本对高考大有裨益。考

生可将已做的各类试题梳理出语法考点

清单，如动词和语态、非谓语动词、从句

三大主线，还有连词、介词、代词、词性变

化等。考生要注重在错题反思中提炼解

题方法，解题时可将题干中的关键处标

出，看懂作答，举一反三。例如，时态和

语态题很灵活，考生要准确理解所给语

境，借助时间轴推理动作的先后关系。

考生还要针对高频考点和自己的高频错

误，进行专项突破，再进行综合练习。对

于语法填空中结构优美、内涵丰富的写

作句型，考生可在巩固语法的同时积累

写作素材。

二、语篇分析提能力

细致深入的语篇分析才能提升内功，

切不可只关注选对与否。完型填空突破

可从语境出发，加强语篇意识，注重词汇

衔接手段，注重词汇搭配、逻辑关系、词汇

辨析及上下文内在联系。当遇到模棱两

可的选项时，前后文多读几句，往往就有

暗示。完形填空多为夹叙夹议、传递正能

量的文章，考生在阅读时要抓住文章主题

和感情基调，注意揣摩人物情感、心理

变化，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等。

考生在复习时要提高站位，以阅读

带动语言知识的学习和语言运用能力

的培养。可利用标题、首尾段、中心句

和图片等抓住文章中心，利用上下文、

构词法等提高猜词能力，领会作者的写

作态度和意图，提高归纳推理分析能

力。高考阅读理解按文体分为记叙文、

说明文、议论文和应用文四种，需要结

合文体特征训练阅读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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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

旨的概括能力以及长难句的分析能力

等。“七选五”主要考查考生对文章的整

体内容和结构以及上下文逻辑意义的

理解和掌握。文章多为结构特征清晰

的说明文或议论文，考生要注重对全文

主旨的把握和厘清句际关系，建立语篇

意识，建议采取四步法解题：速读全文

知大意；细读选项明句意；瞻前顾后巧

匹配；代入选项验逻辑。考生在阅读选

材时，要挑选合适的话题、适度的词汇

量，甄别试题难度，避免偏、难、怪题。

最好以历年高考题为主，不要挑选生词

多、词汇太难的篇章，可重做经典试

题。另外，要尽可能每天保留 10 分钟

用于朗读，培养语感。

三、落到笔头促表达

写作是最有区分度的题型。考生在

考前务必落笔练习，对照范文细心研究，

掌握规律，熟练背诵，不断积累。审题是

第一位，考生要依据情境表述写作目的，

体会真实的写作任务，构思内容的相关

性、完整性和得体性，学会分段，写好主

题句。应用文写作更讲究语言的交际

性、实用性和经济性，即言简意赅，用简

洁的文字表达充分的意思。考生还要关

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丰富性，注意检

查句子结构、谓语动词时态、名词单复数

等。注重文章的衔接与连贯，关注句内、

句际、段际的链接，使用连接词，行文流

畅。还要注意卷面整洁、规范，拼写和标

点等细节。

四、实战演习增经验

“一模”前考生要自主进行综合模

拟试题的训练，积累临场经验，注重方

法和技巧训练。考生要以平和的心态

对待考试，做题时先紧后松、先易后难，

沉着认真，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合理安

排解题顺序。温馨提示，如果在考试时

因为紧张出现“大脑短路”，暂时可以跳

过去，如果实在不会，跟着感觉走。考

场技巧还要注意“就地取材”，比如好的

表达可以迁移到书面表达中。切记，在

大考中不要随意改变自己的解题习惯

和答题顺序。

进入高三以后，考生要经历很多次

考试，在众多考试中，“一模”的重要程度

非常高。无论是考试的组织形式，还是

命题的内容、试卷结构以及难易程度等，

“一模”考试都力求向高考看齐，是高考

前的一次重要演练。在“一模”考试前，

建议考生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调整作息时间

高三任务重、压力大，大部分考生晚

上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也不高。一般

情况下，考生应保持七至八小时的睡眠，

才能保证第二天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

考试。睡眠习惯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需

要时间来调整。因此，考生从现在起可

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逐步调整自己的

睡眠时间，尽量做到晚上早一点睡觉。

另外，北京高考数学考试时间通常安排

在下午三时至五时，如果中午不睡一会

儿，加上天气炎热，考生下午考试很容易

犯困。建议考生从现在开始，每天中午

小睡一会儿，养成午休20分钟至30分钟

的习惯。

二、及时查漏补缺

考生虽然经历了全面细致的知识梳

理过程，但高三的学习内容非常多，难免

出现遗漏或遗忘某些知识点的情况。查

漏补缺的方式有很多，适当刷题就是一

种有效方式。在做练习的过程中，考生

如果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就要认真分析

不会做的原因，是知识点含糊不清还是

其他原因。如果是知识点含糊不清，就

把含糊不清的知识点找出来，“查漏”的

工作就完成了，然后针对性地复习相关

知识点，并通过相应的练习加深对知识

点的理解，正确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这样就能把缺口一个个补起来，也就完

成了“补缺”的工作。

三、做好限时训练

目前，考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前面

复习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运用到实

战中去，将已经掌握的知识技能转化为

实际解题能力，提高解题速度，限时训练

是提高解题速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考试是有时间限制的，要想在规定

的时间内把考试题目做完，那么平时在

练习时就要给自己限定时间，培养考试

过程中的时间观念，尤其是对于自己会

做的题目，不仅要做对得满分，还要提高

速度、挤出更多的时间做其他题目。通

过限时训练培养题感，不仅可以提高学

习效率，还能提高应试能力。

四、反思总结经验

在学习过程中，有些题目老师一讲

就会，但自己做时还是会错，这是因为没

有把老师讲解的解题思想方法变成自己

的解题能力。遇到自己不会做的题目或

出错的题目不要怕，这往往是突破能力

提高分数的机会，同时这些题目也具有

一定的挑战性，迎接挑战是高三学习过

程中一个完整而自然的部分。考生首先

要进行深入思考，经过老师的点拨后要

及时反思总结，分析自己出错的原因，找

出问题所在，把握蕴含其中的规律，掌握

解题思想方法，并进行适当练习巩固，才

能逐步形成应试技能，做到真懂，真会。

正所谓学而有所思，思而有所悟，悟而有

所行，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五、先易再中后难

在考试过程中，考生应合理调整答

题顺序以提高整体得分，可以遵循“易、

中、难”的三步答题顺序进行考试：第一

步，先做简单题。对于一道题，读完题后

就有思路有方法，并且很快能得出结果，

这样的题就是简单题。当然，每个考生

因知识和能力的掌握不同判断标准是不

一样的，比如有的考生觉得第八题比较

难，第九题比较顺手，那么第八题就先不

做，先做第九题；第二步，再做中档题。

所谓的中档题，就是对于考生自己而言

会做、能得分但过程相对复杂一点的题

目；第三步，最后做难题，啃“硬骨头”，

“跳一跳，够得着”就得分，否则就放弃。

这样不仅可以确保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

更高的分数，还可以避免因为纠结某个

难题而错失其他题的得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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