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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
正值四月底，高三生即将进入考前冲刺阶段。

前段时间结束的“一模”在全年备考中具有怎样

的意义？在后续“二模”和最终高考到来前，考生和家长可做

哪些针对性工作？针对近期大家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北

京市第一六六中学高三年级组长赵文峰。

课余时间

里，赵文峰为

学生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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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一模””过后如何调整复习节奏过后如何调整复习节奏
——访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高三年级组长赵文峰

本报记者 邓 菡

记者：“一模”在备考全程
具有怎样的意义？考生、家长
该如何梳理这次考试的过
程？怎样看待结果？

赵文峰：“一模”是继期末考试

之后全区又一次重要考试，考查的

内容多数为核心知识中相对边缘

的部分，即考生容易忽略的部分，

侧重考察考生基础知识的综合运

用和学科能力，在备考全程中非常

重要。此次考试的最大意义是检

验考生前期复习效果，帮助考生发

现问题，找出复习漏洞，为后面的

复习提供参考依据，利用后面的时

间进行针对性弥补，同时还能锻炼

考试心理，训练应试技巧，积累考

试经验。

“一模”后考生需要做好梳理，

可关注以下三点：

1. 正确评估自己。平时在自

己所在学校，考生人数较少。等

级赋分的科目，区级考生人数多，

样本量大，参考价值高。因此“一

模”以后，考生要清晰了解自己的

成绩在整体中的位置。

2. 分析六科状况。“一模”后，

不要简单地把结果归纳为“考得

好”或是“考得不好”，而要具体分

析哪些科目考得不好，考得不好

的是哪些章节的知识，这些题目

为什么做得不好，要具体分析，找

准问题，在后续复习中进行有针

对性的弥补，最后达到提升成绩

的目的。

3.保持平稳心态。要理性对待

“一模”，淡化考试成绩，不要因它而

背上思想包袱，总是陷在自责的圈

子里，以至于影响复习。毕竟这是

“模考”不是高考，还有时间和机会

吸取教训，继续总结经验，为在高考

中取得理想成绩夯实基础。

家长该如何梳理孩子此次考

试，该如何看待考试结果呢？建议

不妨尝试以下两点做法：

1.用“表”记录，帮助考生分析

历次成绩。其实不仅是“一模”，

作为家长，从孩子进入高三开始，

就要准备一份表格，详细记录孩

子各次各科的考试成绩及位置，

并帮助孩子进行分析。有了这份

成绩表，就可以从中发现孩子的

强弱学科，看到孩子的进步和退

步情况。

2.注意情绪，时刻保持平和心

态。家长不要将焦虑写在脸上，

也不要总是指责、批评孩子，应该

学会聆听并同孩子一起认真分析

问题，鼓励孩子再接再厉；也可以

陪孩子做一些他感兴趣的事，如

打游戏、踢球、散步等，转移孩子

的注意力，帮助其舒缓情绪。此

外，家长也要当好孩子的参谋，及

早关注孩子心仪和目标高校的招

生动向。

记者：对此次模考出现
的错题和理解不透彻的题，
考生该如何更好地总结，完
成“补漏”工作？

赵文峰：在我看来，考生要梳

理清楚哪些是错题，哪些是含糊但

又侥幸做对的题目，进而对错题进

行归因，可归为：概念模糊类、粗心

大意类、顾此失彼类。这样分类的

优点在于既能按错因查找，又能按

各章节易错知识点查找，为今后的

复习带来便利。对于因不会而做

错的题目，在后续复习中要查漏补

缺，夯实基础；对于含糊不确定的

题目，要弄清楚来龙去脉，争取将

此部分知识在下次考试中变得明

确，不再含糊。

记者：考试答题时间如
何分配更合理？

赵文峰：要根据考试时间，合

理分配答题时间。比如选择题多

长时间做完，填空题多长时间做

完，要做到心中有数。以政治学科

为例，政治试题的构成包括15道选

择题和问答题，问答题一般 8 至 9

问。从时间分配的角度来说，选择

题平均 1 分钟 1 题，建议大约 15 分

钟完成，最多18分钟之内做完选择

题，这样可以给后面的问答题留足

时间。问答题需根据分值答题，建

议平均8分钟一道题。注意要指向

问题，结合材料，多角度思考，逻辑

清晰、层次分明地答题，不要出现

空题的现象。

记者：在面对难题、简单
题时，您建议考生采取怎样
的答题顺序和策略？

赵文峰：考试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如何分配做题时间就显得尤

为重要。简单题是最容易得分的

地方，当然也是最容易丢分的地

方，而难题是与别人拉开差距的得

分点。先做简单题，后做难题这是

最基本的做题方式，也是大部分考

生选择的做题顺序。建议考生按

照试卷的顺序做题，但遇到难题 5

分钟做不出来，不要“死磕”，否则

可能影响心态，在慌乱之中做简单

题，反而降低了简单题的准确度。

当把简单题都做好之后，无形之中

就有了信心，最后再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刚才做不出来的难题上，全市

攻克难题。

记者：对现阶段各类模
拟考试及高考，有哪些注意
事项要提醒考生？

赵文峰：模拟考试以及高考过

程中，主动安排时间检查试卷是保

证考试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就

目前的考情而言，很多时候考生做

题时间紧张，往往存在做不完题的

情况。所以建议考生合理安排做

题时间，争取挤出几分钟的检查时

间，因为在跳跃式往返答题过程中

很可能遗漏题目，通过检查可弥补

由此产生的漏洞。检查先要看有

无遗漏的题目，发现之后，应迅速

完成；接下来检查各类题型的作答

过程和结果，如有时间要全面复

查，时间不够则重点检查。对于选

择题的检查主要是查看有无遗漏，

并复核自己心存疑虑的题目。但

一般不要改变自己依据第一感觉

做出的选择。

记者：在距离高考已不
足50天的时间节点上，考生
后续还要再经历“二模”考
验。现阶段您建议考生如何
制定短期和长期目标，避免
因目标设置不合理而浪费宝
贵的冲刺期。

赵文峰：制定目标可以让高三

生的学习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可以

增强学习动力。尤其要针对“一模”

考试出现的问题，做好应对短期内

即将进行的“二模”考试目标。针对

“二模”的目标要契合实际，真实可

行。如增减复习内容、加快或减缓

复习速度和强度等。

相较于即将开考的“二模”，为

高考制定的目标就可被视为备考

期的一个长期目标。建议考生可

以分3个梯度进行，即最高目标、现

实目标和保底目标。最高目标，指

的是高考时很好地释放了潜能，高

水平发挥，这一级目标的制定能激

发考生复习的激情与动力；现实目

标，即通过正常水平发挥就能实现

的目标；保底目标，指的是即使在

高考中出现意外情况，也能努力实

现的目标，可帮助考生平静地对待

高考，顺利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