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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自己的“三本”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 虞兴平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

2020 年高考延期。因此，

原本的高考百天冲刺，变

成了 130天的跑步。没有

了原本的紧张氛围，长期

保持紧绷的我，疲惫的身

心离床越来越近，离书桌

越来越远。高三生活中

期盼的成人礼和毕业典

礼也化为线上的声音和

图 像 ，成 为 记 忆 里 的 底

片，惰性和着烦躁，与日

俱增。

此时必须改变状态，

积极备考，全力以赴。消

除焦虑最好的办法是集

中精力投入复习中。复

习时间变长，我的复习计

划也必须调整。原本来

不及提高、完善的部分要

重新拾起，加入可拯救的

行列。

在家中备考的那些

天，为抑制惰性，我自行

营造学习氛围，和几个同

学一起，相互督促；设闹

钟提醒，定时打卡，严格

按照学校作息定时定点

完成学习计划。复习期

间，我努力汲取知识，在

每天学习的最后一小时，

总 结 当 天 所 学 ，整 理 思

路，规划次日要复习的知

识点。每天做很多题，逐

渐形成了固定思维，但惯

性思维模式有时会让人

忽略题目中的变化，影响

判断，导致错误。对此，

我审题更为仔细，逐字逐

句细心查看。课间适当

运动，释放压力。

高考是人生的舞台。

带着少年的热情与向往、

无 畏 与 豪 迈 ，我 步 入 考

场。考完最后一门时，我

的心终于放下。高三是

收获满满的一年，是 12年

学习生涯中最充实最辛

苦也最难忘的一年。出

分后，我和父母一起翻看

北京考试报和各校微信

公众号中的信息，摸索着

填报志愿，在信息海洋里

寻找适合自己的学校和

专业。思前想后，最终我

决定报考北京建筑大学

智能导航实验班。

2020 年，在那个明亮

的夏天，我收到了北京建

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

心不已。它承载了亲朋

好友的诚挚祝福，承载了

我对大学的无限憧憬，承

载了对我 12 年来努力学

习的肯定，承载了我对未

来人生的美好期盼。如

今，我在这所大学里继续

努力学习喜爱的专业，吸

收先进的科学知识，并将

在未来的工作中学以致

用，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

的力量。

五一过后，高考近在

眼前。时间紧迫，考生该

怎么做呢？

不懂就问
丢掉“偶像包袱”

因疫情反复，考生几

乎没有走出校门、聚在一

起探讨问题的机会。考生

要抓住在校的课余时间多

找老师提问。精力充沛的

可以考虑压缩自己的午休

时 间 ，提 前 找 老 师“ 预

约”。此时要知道自己的

短板科目，合理安排每天

中午提问的学科，不要操

之过急，也不要置之不理。

汇总“重疑难”
形成个性笔记

疑惑问题要汇总成

笔记本。考生可用活页

本，将索引分割页分为三

大模块：一为“重”，即记

录老师课上反复讲到的

知识点，以及试卷分值占

比 较 重 的 知 识 点 ；二 为

“疑”，记录自己在知识理

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

为“难”，记录需要自己仔

细思考、反复推敲才能得

出答案的内容。基础不

是很牢固的考生可以暂

时只抓前两部分，将“地

基”打牢。在考试中取得

应知应会的基础分也能

收获可观的成绩。

周末的时候可以为自

己制定一份待办清单。将

每天必做事项罗列成清

单，每完成一件事，就用荧

光笔画上横线，这样既醒

目又可以鼓励自己。如

果考生纠结项目排列的

先后顺序，可参考时间管

理四象限法，将它们分为

“紧急且重要”“紧急但不

重要”“不紧急也不重要”

“ 重 要 但 不 紧 急 ”四 项 。

笔记要反复翻看。

找准定位
关注高校政策

考生可根据模考成绩

及前一年的排名分数匹配

表对自己进行定位，提前

圈定一些适合自己的院

校；也可以利用学校提供

的各类批次线定位自己的

成绩。

不过模考都会有成绩

浮动。考生也可以根据几

次模考的平均成绩来做判

断，这样更准确些。对于

特殊类型招生的学校，考

生要时刻注意招生政策，

做好多重应对措施。

稳定心态
交出满意答卷

面对高考，紧张、焦

虑 或 是 兴 奋 ，都 是 正 常

的。考生可以对努力的

自己充满期待，但若期望

值 过 高 ，便 易 出 现 瓶 颈

期 ，难 免 会 因 为 自 己 的

“ 原 地 踏 步 ”而 灰 心 丧

气。老师是考生坚强的

后盾。考生可与他们积

极 沟 通 ，获 得 帮 助 和 支

持，以减轻焦虑。

此外坚持自己的爱好

或者适当运动都不失为一

种解压方式。考生要以积

极阳光的心态释放压力。

勤奋与坚持并进，相

信考生会收获硕果。期

待考生的好消息。

笔记本在“三本”中最为

基础。用心建设一本属于自

己的笔记，对于各科学习都

十分重要。各科都需要有相

应的笔记，也有独特的整理

方法。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些

经验。

语文：整理记录各类题

型及其作答方法和思路。

数学：按照题型分大类

分板块总结。

英语：单词、短语、语法、

词性转换等。

物理：持续整理二级结论。

化学：将详细知识点系

统整理。

生物：整理知识点、易混

词语及表达方式。

用心建设属于自己笔记本

积累本（摘抄本）在语文

和英语两大学科中应用广

泛，考生需要在课外抽时间

落实这项工作。

以语文为例。语文在新

高考中的地位逐年上升，对

考生核心素养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这就需要考生有足够

的积累量（只靠应试技巧是

难以取得高分的）。我认为

语文的积累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一是古诗文，二是写作。

古 诗 文 积 累 又 可 以 分

为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

言句式、文化常识和诗歌意

象等的积累。在每次练习

中 ，考 生 要 标 记 好 陌 生 知

识，课后查清词义后整理到

积累本上，将其翻译方法也

积累下来，避免因翻译不规

范而丢分。

写作的积累主要是素材

的收集。一篇优秀的作文不

仅需要充分的素材，还应有

优美的语言，这就来源于平

时积累。除学习优秀高分作

文外，考生在日常生活中可

以多读《人民日报》等报刊中

的重要评论，使自己的语言

得到升华。

英语方面的积累主要是

单词和短语的积累，这个过

程其实也可以与笔记本的建

设相结合（注意不是重合）。

另外，英语的积累要注意旧

词新义以及一词多义的情

况，注意动词加介词的多组

合短语词义。

课外抽时间充实积累本

纠错本是“三本”中最需

要时间和精力的。与课外积

累和课堂笔记不同，纠错本

的整理时间贯穿课内课外，

耗时较长，任务较大，要花费

相当一部分课外时间和自习

时间进行整理反思。

考 生 先 要 明 确 纠 错 目

的，要明白改错对于自身发

展进步的重要意义。“会做一

道错题，胜做十道新题。”纠

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一道

典型的易错题可以提醒考生

规避同类问题，而这个过程

就体现在纠错本中。

我想对纠错本的整理提

几点建议。

首先，纠错本应常复习使

用。进入总复习阶段，考生会

进行大量练习，纠错时间紧

迫，任务量大，这时可以想办

法加快速度，不过仍要注明解

题思路，写上反思的内容，便

于以后翻阅。

其次，要在纠错本中突

出强调易错点和需要注意的

问题。以生物学科为例，我

会在相应的题目旁标注“血

液不等于血浆 ”“不变不等于

稳定不变”“大熊猫和小熊猫

不是同一物种”等提醒自己

的话。相隔时间较长时再回

头翻阅错题，往往会忘记当

时为何出错。然而纠错时就

在旁边强调这些问题，复习

起来就轻松省时了。

第三，要学会取舍、抓住

重点、灵活处理。后期复习

时间紧，不允许考生细致整

理，这时应抓住主要问题，优

先整理重要问题和典型错

题。对于次要问题和偶尔的

失误，考生不必将整个题目

搬上纠错本，要采取灵活的

方法处理。以化学学科为

例，我偶尔会将化学方程式

误写成离子方程式，在这种

情况下，我会要求自己将该

方程式抄写十遍，以提醒自

己下次看清题目要求，这样

既达到纠错的目的，又省出

时间掌握其他错题。

别将纠错本流于形式

谈起自己中学阶段的学习经验，感触最深的

当属“三本”的建设和反思。

所谓“三本”，是指纠错本、积累本（摘抄本）和

笔记本。相信考生的老师也多次强调其重要性。

在此，我想介绍如何用好自己的“三本”。

备考二三事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 朱依彤

全情投入 圆梦高考
北京建筑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班学生 顾泊桐

朱一彤 本人供图

顾泊桐 本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