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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囊一：明确努力方向

在高三的几次模拟考

试中，尽管我的发挥不能

称为稳如泰山，但成绩一

直保持在年级前 10%，这

也使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

很清晰的认识。通过分数

这种量化标准，我可以对

自己未来想要并且可能考

取的大学做了初步设想与

选择，同时对比自己现有

分数与心仪大学往年录取

分数线或省排名之间的差

距，以此为目标激励自己

前进。我的语文、英语、生

物在高三刚入学的时候属

于偏弱学科，其中语文在

作文方面一直不见起色，

因此我将想要提高的分数

按权重分配到薄弱学科。

例如：我在语文作文方面

还有6分的提升空间，那么

这 6 分可以通过提高自己

引用事例的准确性、语言

叙述的条理性以及思想内

涵的深刻性来获得；英语

学科我要求自己，在完型

填空中如果有上下文呼应

的选项坚决不出错；生物

实验题的结论部分用专业

术语作答——保证实验大

题扣分不超过 2 分等。将

大的目标细化，我便不觉

得实现它有多么困难，反

而因为能自主掌握学习与

进步带来的成就感而乐在

其中。

锦囊二：不与他人攀比成绩

由 于 我 好 胜 心 比 较

强，所以免不了在成绩上

与他人比较。当我看到别

人比自己写作业更快、轻

轻松松完成课业也能考出

优异的成绩时，我的心便

开 始 躁 动 ，无 法 专 注 下

去。久而久之，我的学习

节奏因与他人攀比而被打

乱，急躁、求胜心切的心理

负反馈作用影响了我的生

活，导致我在优势学科上

也遭遇了滑铁卢。

当我发现自己这一不

良心态时，我开始反思，学

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底

是为了在某次大考上名次

超过自己的同桌来满足自

己永远填不满的虚荣心，

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抱负、收获哪怕一丝内心

的充盈？我很清楚地知

道，前者是短视、无意义

的；后者才是自己一直追

求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

的调整，我开始以平静的

心态看待自己的每一次考

试成绩——勇敢承认自己

的不足，并谦虚地向老师、

同学求教；对于自己擅长

的领域，自信地将好的方

法分享给身边的同学。“我

能行”“我可以”这些词语

常常在我遇到难题时出现

在我的脑海里，激励我鼓

足勇气，不断向前。

锦囊三：探索适合的学习方法

高三的学习节奏非常

紧张，因此掌握高效的学

习方法并应用于实践，可

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避

免无意义的时间浪费。

从整体的学习安排角

度来说，我将自己的高三

设定为“日清”模式。老师

布置的作业我会在当天完

成，绝不拖沓。即使对于

我擅长的学科作业也不会

不写或者糊弄。我认为，

在考场上能够发挥正常

水平的根本是保持手感，

而非灵感。日常作业给

了我保持做题手感的机

会 ，并 用 最 小 的 时 间 成

本代替考试来临前的过

量刷题——从长远来看，

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时间节

约方式。另外，遇到不会

的知识点我会做出标记，

并固定在每天中午吃完饭

以及下午放学后找到老师

答疑，不会将问题拖到第

二天——因为我很可能第

二天就会忘记，为自己的

学习埋下隐患。

细分到不同学科，我

认为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

真正有用的方法。我会在

每天早晨 6：30-6：45 以及

吃早饭的15分钟内背英语

单词，在午休前将这些词

汇再快速复习一遍，并标

注出较难的词汇，一周之

后再次复习，这样记忆的

时间会很长久；此外，在

《人民日报》上读到的好的

社评我会随手记在手机备

忘录里，同时积累一些重

要的国家大事以备语文议

论文素材之用；物理学习

上我准备了一个错题本，

将做错的题目——尤其是

大题，按照正确答案结合

自己的思维逻辑重新梳理

一遍，并且注重提炼题目

背后的物理思维，如类比、

等效等。

好的学习方法是在不

断摸索的过程中自己总结

的。在此，我也衷心提醒

读者莫要迷恋一些所谓的

“学霸们都在用的学习方

法”。好的方法重在思维

模式的培养。如果仅仅停

留在学习方法的形式上的

追求，最终的结果会不尽

如人意。

高 三 的 一 年 转 瞬 即

逝。老师与伙伴们给予我

很大的关怀与鼓励，这是

我在困顿时刻最好的情绪

安抚剂。在我沮丧的时

候，身边的朋友会耐心倾

听，并与我分享很多快乐，

激励我不断前行。他们的

出现，让我相信这一切应

当是最好的安排。我无比

珍惜与感谢与他们在一起

的日子，直到步入大学，我

依旧常常想起这份珍贵的

情谊。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

芜尽处是春山。享受这场

青春的奋斗，静待烂漫花

开吧。

备考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

想要将弱科锻造成

强大的武器，高三生要

敢于从零开始，敢于直

面自己的不足，敢于推

倒过去虚荣所构筑的高

塔，敢于让伤口上开出

绚烂的花朵。

我认为，高中阶段

最 不 需 要 顾 及 的 就 是

“面子”，一个真正强大

的人，别人的非议是伤

害 不 了 他 的 。 我 在 高

一、高二总是放不下“尖

子生”的身段，总是陶醉

于曾经取得的成绩，对

自身存在的问题视而不

见，最终导致高二时全

线崩溃。在痛彻心扉的

教训后，我才意识到，

“勇于重新开始”并不是

放弃此前所有的积累，

而 是 抱 着 一 种 空 杯 心

态，以谦恭的态度向每

一个小问题、小缺陷学

习。意识到这些后，便

是刮骨疗毒般的涅槃重

生。高三上半年，我从

高一数学学起，频繁请

教老师，落实一个个知识

点，最终在 11 月大联考

中将数学提升了 50 分，

跃居我校前三甲。所谓

的勇气，是放下面子，保

持空杯心态，且敢于付出

努力。但是也只有真正

的实干家才能“板凳甘坐

十年冷”，以永远如火的

勇气不断融化坚冰，最终

摘得理想的果实。

备考需要紧凑合理的计划

前 文 说 到 我 为 了

补 习 数 学 做 出 了 巨 大

的努力，但这些努力绝

不 是 盲 目 或 冲 动 的 。

科学评估、精密计划、

形成习惯，是循序渐进

的 自 然 过 程 。 借 用 我

老师的话，“补弱必先

立强”。我在制订计划

时也贯彻了这一思想，

力图减少补习数学对其

他科目的影响。通过评

估，我能够确定多少时

间能够完成多少任务，

哪 些 科 目 需 要 多 少 任

务，最后转换成完成任

务所需要的时间，再制

订精确到分钟的计划。

每天开始学习之前，每

节自习课开始之前，我

都对需要做的工作了然

于胸。最后，长期坚持

的计划就变成了深入骨

髓的习惯，我不再以学

习为苦事，反而乐在其

中，逐渐有了“学习上

瘾”的感觉。一个个短

期目标的实现推动着更

多中长期目标的改善，

这种改善所带来的成就

感从本质上形成了一种

推动力，这就是计划的

“魔力”。

备考需要心无旁骛的心境

我的老师告诉我，

不要在乎结果，去享受

过程。计划带给我的就

是这样的生活，每天充

实而忙碌，过程本身已

经成为醇厚的享受。等

我真正进入大学，我开

始 怀 念 高 中 生 活 。 那

是 一 段 只 要 努 力 就 会

有 收 获 的 黄 金 岁 月 ；

那 是 一 段 心 无 旁 骛 、

埋 首 书 斋 的 纯 粹 岁

月 。 你 不 会 迷 茫 ，也

不 会 无 助 ，因 为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指 向 了 踏 实

的 努 力 。 真 正 将 高 中

的 日 常 生 活 当 作 一 种

修 行 ，一 种 宁 静 的 生

活 方 式 ，可 以 抵 消 各

种 的 困 难 ，实 现 心 中

那个美好的梦想。

高三 敢于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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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高三这一年，我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考试题目以及考试技巧

的钻研中，不曾分心。尽管生活会因此变得不如以往那么丰富多彩，但我

知道自己正在朝着设定的目标稳步前行，因此也更加笃定。现在想来，支

撑并助力我到达理想彼岸的有三个“锦囊”：明确努力方向，不与他人攀比

成绩，探索适合的学习方法。

高中三年，每个同学都可能会面临困难、止步

不前，甚至崩溃的时刻，这时，只有破釜沉舟、奋起

努力，才能真正涅槃重生，换来属于自己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