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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生查分：7月9日12:00
北京教育考试院将于7月9日12:00

公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考生可登

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www.bjeea.cn）

查询成绩。

2.网上咨询：7月9日13:30—16:30
网上咨询集中答疑时间为 13:30—

16:30。答疑参加单位为北京市教委相

关处室、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各区中

招办以及各区部分中学、高职、职高、中

专和技校。

3.专业加试：7月10日至11日
专业加试包括提前招生专业测试和

统一招生专业加试。考生报考须专业加

试的专业，应在规定时间参加招生学校组

织的专业加试，加试合格方可填报相关志

愿。专业加试工作由学校负责组织实

施。有关学校应按要求报送有关工作方

案，在全市统一规定的时间进行加试并报

送加试合格考生名单。

4.志愿填报：7月13日至17日
2023 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实行考

后知分填报志愿。中招录取分为提前招

生、校额到校和统一招生三个批次。参

加贯通项目提前招生、校额到校和市级

统筹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须在规定时

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据招生

简章填报志愿。

各批次录取中如遇考生录取总分或

校额到校录取成绩相同者，未享受加分

待遇的现役军人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

女和现任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

（初中阶段回国）优先录取，然后依次以

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录取。若三个单科成绩仍相同，则按随

机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录取。

5.招生录取：7月中旬至8月上旬
2023 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按

照提前招生、校额到校招生、统一招生三

个阶段进行。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

再参加后一阶段的录取。

6.志愿征集：关注考试院网站
在统一招生阶段未录取满额的学校

可以申请参加志愿征集录取，学校（专

业）录取条件、范围以及录取方式与统一

招生相同。有加试要求的学校（专业）不

能再组织加试。北京教育考试院统一公

布参加志愿征集录取的学校、专业和计

划。未被录取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填报

征集志愿，考生填报有加试要求的专业

需加试合格。

（本报记者 蔡文玲 整理）

中考结束，准高一学生怀着欣喜与

好奇，憧憬着高中的学习和生活。与初

中相比，高中学习有哪些变化？这个假

期又该如何顺利度过初高中衔接期？

一、学习内容不同

1.知识量增大。在学科门类上，高中

与初中相似，但高中的知识量更大，能力要

求更高。如理科运算能力要求明显提高，

文科在识记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理解、分析。

2.理论性增强。初中教材有些只要

求初步了解，只作定性研究；而高中则要

求深入理解，作定量研究，教材的抽象性

和概括性大大加强。

3.综合性增强。高中的学科知识相

互渗透，相互为用，加深了学习难度，对

学生的思考能力和理解能力要求很高。

如果抓不住每门课的学习特点和思维方

式就匆匆投入学习，是不理智的。高中

每门课知识点较多，一天中要掌握的东

西也很多，学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学习

情况合理分配学习时间。

二、学习方法不同

高中阶段的学习不仅需要大量记忆，

还需要在基础知识之上多思善思，在不同

的情况下作出灵活的反应。高中重在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学生在学习中需要独立分析、总结、想

办法。如果自己不主动学习和调整，往往

会陷入越学越难的境地。

三、利用暑假做好衔接

1.看淡中考成绩，以平常心迎接高中
进入高中，不管中考分数有多高，都

不能盲目自信；如果中考成绩不理想，也

不要畏惧学习。高中是新的起点、新的

开始，学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好成

为高中生的准备。

2.规划时间，提前自主学习
学生可以利用假期预习高一的新知

识，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再结合高一知

识着重复习初中知识，打好基础。文科

方面的知识储备与积累也很重要，比如

词汇量积累与文学名著的阅读等，学生

可多读书、多积累、多思考。

3.怀揣梦想，坚定前行
作为准高一学生，可以进行一些人

生选择的思考，以后上什么样的大学，读

什么样的专业，做什么样的工作等。学

生也可以和长辈沟通交流，在他们那里

得到智慧和力量。当有了明确的目标和

理想，就要坚定地为之奋斗，理想赋予我

们无限的遐想和奋斗的激情。

相信经过一个假期，你们会更上一

层楼！希望这份温馨提示，对即将上高

一的你们有所帮助，也期待看到更加优

秀的你们！

缤纷暑期从这里起航
中考后关注6件事

分类

人文社科

人文社科

文学

文学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

艺术

艺术

图书名称

《共产党宣言》

《大众哲学》

《孟子译注》

《楚辞选》

《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

《5G+：5G 如何改变社会》

《美学散步》

《中国皇家园林》

作者

【德】马克思，【德】恩格斯 著

艾思奇 著

杨伯峻 译注

陆侃如，龚克昌 选译

饶毅，张大庆，黎润红 编著

李正茂等 著

宗白华 著

贾珺 著

注：摘选自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
录（2020 年版）》高中段。

跟着高中课本去旅行

假期做好初高衔接

（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高一教师 方 馨）

【考后准备篇】

（北京二中朝阳学校语文教师 王源泉）

杭州
（选择性必修下 柳永《望海潮》）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

万人家”，这是柳永笔下的杭州。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这是苏轼笔下的西湖。杭州

西湖是绝佳的旅游地。夏天游玩

不仅可以白日观湖更可以趁夜赏

月。张岱在《西湖七月半》里就写

过“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

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

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的赏月佳

境。距西湖景区不远处就是众多

学子所向往的浙江大学。

南京
（必修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

王安石在《桂枝香·金陵怀古》

中说金陵“繁华竞逐”。作为多朝

定都之地，南京拥有极为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结构部分按照《营造

法式》建造的南京博物院，让我们

置身历史长河，见证古代中国的辉

煌灿烂；“木铎警世”的中山陵，让

我们追忆近代革命先驱者的开创

之功。作为南京的标志，南京大学

也是必不可少的打卡地。

北京
（必修上 朱自清《荷塘月色》

史铁生《我与地坛》）

来北京旅游，一定要参观园

林。它们是活在都市中的人们静心

修心的绝佳场所。清华的荷塘让朱

自清“颇不宁静”的心宁静了。地坛

让史铁生顿悟“死是一件不必急于

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

日”。天坛、北海、颐和园甚至动物

园，徜徉其中，总会找到一处让我们

惬意、安静的地方，可以看云卷云

舒，看草木生长。

泰山
（必修下 姚鼐《登泰山记》）

登泰山观日出是很多人的旅游

目标。中天门、南天门、碧霞祠、玉

皇顶，或日登或夜攀，都是为了日出

的一刻。姚鼐《登泰山记》中所谓的

“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

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

之”。当然作者所谓“苍山负雪，明

烛天南”是晴雪时观景，我们或许不

易赶上晴雪的泰山，甚至不一定如

愿看到日出，但攀登至顶的一路风

景还是能令我们心旷神怡。

凤凰城
（选择性必修下 沈从文《边城》）

凤凰城要从沈从文说起。谁

不陶醉于清澈灵动、如诗如画的

《边城》呢？凤凰城中有沈从文的

故居，有古文化博物馆。行路读

书，游览之余，不妨也读读沈从文

的散文《湘行散记》，体会乡土中国

所保留的多元、真挚、淳朴。

洞庭湖
（必修下 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里

夸洞庭湖“玉界琼田三万顷”。洞

庭湖，古称云梦泽，曾号称八百里

洞庭。后虽然有所缩小，但仍为中

国第二大淡水湖。无数文人墨客

都在此写下了洞庭湖留给他们的

震撼和启示。湖畔的岳阳楼更是

同范仲淹所写《岳阳楼记》绑定。

范仲淹超越了迁客骚人“以物喜，

以己悲”的局限，提出“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

游洞庭湖，观岳阳楼，开阔自身眼

界的同时也能体会先贤的境界。

好书推荐

城城 市市

景景 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