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模
一模结束后的一至两
个月内（明年4至5月） 查缺补漏，将知识融会贯通

一 模

模拟演练，进行系统化梳理下学期开学的一至两
个月内（明年3或4月）

期末考试

明年1月或2月 承前启后，修复漏洞和薄弱环节

期中考试

调整节奏，学会综合运用月考之后的
两个月内

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覆盖

高中范围内的知识点，进一步考

查 考 生 知 识 的 综 合 运 用 能 力 。

此次考试除了起到全区定位的

作用，对强基计划和综合评价招

生院校定位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期末考试的作用在于承接之

前复习的效果检验，开启寒假和

下一阶段的复习。考后，考生要

关注自己的失分点，针对问题利

用寒假时间查缺补漏，夯实基础，

为下学期备考做准备。

期末考试的结果对考生如何

高效利用高中阶段最后一个长假

有着指导作用。在寒假里，高三

生拥有大块的自主复习时间，这

就有条件让同学们对期末考试的

试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出知识的

漏洞和能力的薄弱环节，并进行

个性化地查漏补缺和系统性地复

习。为一轮复习开个好头，争取

达到弯道超车的目的。

此 外 ，高 三 下 学 期 考 生 要

注 重 考 试 能 力 的 提 升 ，各 学 科

考试频次将明显增加。同学们

可以在假期适当关注一些应试

技巧。

首次月考
9月中下旬或

10月初 适应节奏，找准后续备考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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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类（实验
班）2022 级学生闫鹏飞：“对新

升入高三的学弟学妹们，我想送

给你们这样一句话：稳中求进，

进需总结。稳中求进的意思是，

在 这 一 年 的 学 习 中 ，要 保 持 沉

稳，一是心态要稳定，心态成熟

的学子才能于波折中突出重围；

二是做人做事要稳重，成熟的处

事方式也能帮助你在学习上得

心应手。进需总结的意思是，总

结对于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当然这也是我十分自豪的

一点，因为我在这一年中，将物

理 、化学 、数学等学科，按照题

型、类型、难度进行了网格化的

总结，并且定期进行复习，如果

发现某一点分析得不够到位，就

再附上便签纸进行批改。这样

的 方 式 ，不 仅 能 把 知 识 收 入 囊

中，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复习效

率，将错题本改造成为一个‘宝

藏本’。最后，愿各位高三的同

学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北 京 林 业 大 学 英 语 专 业
2022级学生陈若涵：“我认为两

次模拟考都很重要。一模是高三

学生首次正式接触到大规模排

名，也是首次接触到与高考差不

多模式的考试流程。因为流程的

严谨，更大范围的排名，让一模有

很高的位次参考价值，并且一模

的试题是经过命题教师多次打磨

的，而且也会见到许多新的题型，

帮助我们打开思路，可以说一模

的考题含金量极高。二模对比一

模可能题目会有些重叠，但二模

更临近高考，且出题也更加侧重

细节，可以用来最后一轮查漏补

缺，也是最后一轮稳一稳心态，再

熟悉一遍考试流程。一模、二模

虽然都很重要，但是一模、二模的

成绩并不会代表你的高考分数就

止步于此。模拟考就是模拟过程

和心态的，高考不要被一模二模

所干扰，相信自己更加重要。”

你了解吗？
高三一年“五”次大考

本报记者 岳 阳

9月起，高三生已步入备考新旅程。高考前，高三这一学年将会有首次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以及一模、二模等五次较为大

型的考试。站在高考冲刺的起点上，高三生要充分利用好每次考试，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有关老师表示：高三生要清晰认识每次考

试的意义、目的，并制订出科学合理的备考计划以及明确考后查漏补缺的方向，逐步夯实基础，做到稳步提升。

高三首次月考是一次摸底

的适应性考试。主要考查考生

对所学章节的独立知识体系的

掌握程度。

从全局来看，开学初的首次

月考是为了让新高三生更快地适

应紧张有序的学习节奏，同时发

现薄弱环节，调整学习方法策略，

为高三学年奠定基础。牛栏山一

中老师赵彩玲表示，对于刚结束

假期的新高三生来说，首次月考

一是为了让考生熟悉试题类型，

了解高考试卷的做题节奏，二是

可以让考生了解自己对知识的掌

握情况，清晰认识自我定位，从而

在后续的复习中找准发力点。

面对首次月考，由于距离高

考还较“遥远”，有些同学会比较

松懈，缺乏危机感，临近考试才开

始“抱佛脚”。对此，北京四中老

师赵晓刚表示，临阵磨枪突击复

习 不 可 取 ，制 定 复 习 规 划 很 重

要。考生要做好每日课堂内容的

复盘，同时将每天的作业题模拟

考场环境做实战训练。此外，在

刚开学的前两周，考生要不断反

思自己的学习节奏，如在学习方

法方面有困惑要及时跟老师沟

通。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高

三的第一步，也是成功的第一步。

在月考后，有些同学可能因

为成绩超出预期而沾沾自喜，有

些同学因为成绩不理想而自暴自

弃，但这次考试仅仅是高三的起

点，真正的冲刺从现在才开始。

赵彩玲表示，月考大多为基础知

识的考查，考生要结合试卷清晰

掌握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板块，针

对强弱项调整复习侧重。

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由各区

统一命题和组织，主要考查考生对

本阶段所学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

此次考试相较以往的考试规

模大、难度高，考生可能暴露出知

识掌握不牢、考场心态不良等问

题。清华附中老师邱道学表示，

期中考试除了是对本阶段学习内

容的整合梳理，更是调整学习节

奏、考生调节状态的契机。

面对不理想的成绩，同学们要

理性看待，与老师一起分析。“相比

于非毕业年级，高三学科内容难度

大、能力要求高，如果排名不理想，

要及时与相应学科教师沟通，分析

自己在复习的基本程序中有哪个

环节出了问题，并在老师的帮助下

及时调整。”赵晓刚说。

宏志中学老师高颖表示：“考

场心态不良，首先要查找学习中

的不牢固知识点，其次再反思是

否是答题不规范或时间分配不合

理等问题，为下一阶段指明需要

改进的方向。”

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是各区、

各校高度重视的一次大规模模拟

考试。在考试时间安排上，与高考

完全一致，考试难度和模式也尽

可能模拟高考，是历年历届考生

最为关注的一次高考模拟演练。

一模是对一轮复习的检测。

一轮复习以高考真题板块为专题

内容进行序列推进，持续时间长、

内容跨度大、知识体系全。所以，

考生要温故知新，“边走边回头

看”，以防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除

了跟着老师在课堂上对所学知识

点进行系统梳理、体系构建外，同

学们在课下也要针对自己掌握不

牢的地方多想多练，直到能熟练

运用。

在解决了知识漏洞后，练题

感是应对一模的另一重点，赵彩

玲介绍，在一轮复习时，课上多以

专题练习为主，进行的是分板块

的各个击破，因此在课下的考前

复习中，同学们可利用闲暇时间

自主进行整套试卷的训练，熟悉

考试的感觉，从而做到课上专题

与课下套题相结合，既巩固基础

又强化实战。在练习模拟题时，

同学们要善于总结题目与题目之

间的共通点，提炼易错易考知识

点，积累个性化的做题经验。

对于一模这样重要的考试，考

生要在精神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赵晓刚说，同学们一定要树立“立

志考好”的决心，如果有个别科目

的难度超出预期，一定要立刻调整

心态，着眼于下一科的备考，在力

所能及的程度内做到最好，在一模

中发挥出最真实的水平。

除此以外，考生在考前的饮

食、作息等方面也要充分模拟高

考环境，做到100%还原备考场景，

知己知彼。

高三第二次模拟考试是高三

学年中最后一次大型模拟考试，

起到查缺补漏的作用，所以在题

目的命制上，着重对期末以及一

模未涉及的重点板块进行覆盖性

考查。

二模是对二轮复习效果的检

测。北京市十一学校老师雷其坤

表示，二轮复习更侧重整套试题

的系统性训练，复习内容也更为

宏观，旨在让考生能将知识点融

会贯通，从而提升在考场上作答

的灵活性以及应变能力。对此，

考生可以复盘前几次大考的错

题、难题、典型例题等，通过重新

思考、一题多做，将会明白题目万

变不离其宗的本质。

二模距离高考时间很近，所

以很多急于想要通过成绩来证明

自己的考生容易陷入患得患失的

窘境。距离考试越近，考生越要

学会调节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做到境由心定而非物定，以平

和的内心迎接人生大考。

新学期伊始，同学们早早就进入学习状态。图为宏志中学学生在

上课。 罗天宁 摄

（具体考试时间如有变动，请以实际时间为准。）

过来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