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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复习
高中生物学基础知识较多。对于已经

复习过的知识，要制定计划不断复习巩固，

否则就会出现知识遗忘和记不准的情况。

同学们要有这样的认识，知识一定是越记越

熟、越记理解越深入。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

疑问，我坚持不断地复习知识，怎么确定我

掌握的知识就是全面的呢？针对这一问题，

在此介绍两种策略，一是可以根据知识填空

类学习资料进行默写来检测和查漏补缺；二

是可以通过日常作业进行反馈。对找出的

知识漏点要第一时间补充到原有的笔记中，

并不断复习。

对于还未开始复习的知识，预复习非常

重要。建议同学们提前一天把老师即将要

复习的知识先系统地梳理一遍，在大脑里初

步构建知识框架，做到心中有数。第二天课

上认真听讲，一方面对知识进行强化理解和

记忆，另一方面可以及时查漏补缺自己的知

识漏点。课后再第一时间对本节课知识进

行复习总结，然后通过作业中的习题进行反

馈检测。这样相当于对同一知识复习了 3

遍，课堂效率高，课后作业也可以及时地高

效完成。

2.能力训练
现在的考题不仅考察同学们的基础知

识，还在真实的科研情境中考察生物学核心

素养，具体表现为从文中获取信息、实验数

据分析、归纳概括总结和实验探究等。很多

同学反馈自己突出的问题就是大题答得不

理想，主要集中在大题答题语言不规范导致

失分严重，一些设问不知如何回答或自己的

答案和标答南辕北辙，题目情境复杂、理解

困难导致做题慢等。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同

学们进行以下尝试：

首先，针对答题语言规范的问题，考生

先要在日常的题目训练中，养成规范书写作

答的习惯；要注意答题的关键点，如遇到酶

等蛋白质类物质的功能或活性改变，要落脚

到“空间结构上”；实验数据对比，一定要写

清楚实验组与对照组比，具体的哪项检测指

标发生了变化等。

其次，大题的情境千变万化，但常见的

设问就那么几种，如结果和结论类、推测和

归纳概括总结类、实验设计类。这些常见设

问都有较为固定的回答方式和思考方法，可

通过典型题目掌握这些常见大题设问的解

答策略，然后在实际训练中反复应用，熟能

生巧。

最后，针对大题情境理解慢、读题速度

慢导致做题时间长的问题，考生一方面要养

成在做题时对文中关键信息进行标注、对研

究机制进行梳理的习惯，以提升理解和做题

速度；另一方面需要进行一定量的题目训

练，逐步提升阅读能力。

希望考生能充分利用好高三每次考试

后的试卷分析，精准找到问题点，制定出有

效的复习策略，日臻完善，取得满意成绩。

一、合理调整心态

编者按：
高三首次月考已经结束，如何利用月考成绩做好查缺补漏，为接下来的复习制定新的计划？本报特邀名校名

师为考生详解复习策略。

数学数学 生物生物

考后要用目标差升级复习计划
北京市朝阳外国语学校教师 杨 茂

考后试卷分析及复习策略
北京市第八中学教师 陈 康

进入高三后的首次月考已经结束，考试结果往往是“几家欢喜
几家愁”。但这些都是过往，高三数学总复习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
程，需要同学们坚定信心，持之以恒。除学习外，还要学会总结前阶
段的得与失，适时“升级”复习计划。下面给考生提出几点建议。

进入高三后，学校通常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考试，以此来检测和反馈同
学们该阶段的学习情况。此时，无论成绩好坏，已是过去式。考生首先要做的
是精准分析出此次考试暴露出的问题，其次是制定出针对性强且行之有效的复
习策略。具体如何做，我给同学们一些建议和思考，帮助大家高效复习备考。

1.回归课本，落实“三基”
对高考试卷进行分析不难发现，

高考试题中有相当一部分试题是对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的考查，

考题往往是对课本原题的变形、改造

及综合。所以在下一阶段的复习中，

同学们要认真理解数学概念、强化记

忆数学公式，注重通性通法，淡化特殊

技巧。要把重点放在掌握知识及解题

方法上，选择一些针对性强的经典题

目强化训练，使基础知识系统化，基本

技能、基本方法熟练化。

2.注重综合，强化能力
数学思想方法是知识综合的统

帅和纽带，是综合能力的中心。数学

思想可总结提炼为函数与方程思想、

数形结合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化归

思想、猜证结合思想。因此，在总复

习中，考生要善于学习老师关于数学

思想方法的评讲，领悟数学思想方

法，以综合能力为重点和难点，强化

训练，使解题策略与方法明确化和系

统化。

3.及时总结，查漏补缺
做题是寻找自己弱点和不足的有

效途径，其目的是培养能力。对考生

最有价值的试题往往不是大家都会做

的题，而是大家做错的题。所以建议

考生做到几个及时：及时收集错题，把

典型的错题收进错题本；及时分析错

题的原因在哪里；及时把错题重做一

遍，并边做边思考，边做边回忆，以加

深印象；及时对薄弱的知识点进行查

缺补漏，不要轻易放过还没有过关的

知识点，一步一个脚印，不存半点侥幸

心理。

考生还可概括性地给自己的主要

错误列一个清单。这些错误清单可在

下次考试前过一遍，以免再次在同一

个问题上出错。建议考生把错题编成

新的练习题，力求做到错题新编，错题

重组，错题回顾。

三、做好日常复习策略

试卷分析，是指考试后订正试卷

中出现的错误，分析考试的收获以及

考试暴露出的问题，然后归类，逐一进

行对照并制定出自我提高的措施与方

法。对试卷的分析内容，包含以下两

部分：综合评价，即哪些题目做得比较

好，哪些题目存在失误；在纠正错题的

基础上，对错题进行归类，找准原因，

对症下药。

错误原因一般有三种情况：

1. 对教材中的观点、原理理解有

误，或理解不广、不深、不透；

2. 对某些题型的解题思路、技巧

未能掌握，或不能灵活地加以运用；

3. 答题时的非智力因素方面，如

遇到复杂的论述题，便产生恐惧心理

等，从而造成失误。

如果是第一种原因，考生应针对

题目所涉及的有关知识要点及原理内

容加以复习巩固，真正弄懂弄通。如

果是第二种原因，考生应要求自己务

必掌握好某一题型的答题要领。无论

是哪一类题型，都有答题思路和方法，

但关键是对某一特定试题具体作答的

“个性”和“特殊性”，只有细心体会，才

会有所感悟和提高。如果是第三种原

因，考生就应在平时训练中有意识地

培养和锻炼自己的应试心理素质，努

力克服不良心态，在答题时从容不迫、

沉着冷静。

在这里给考生提供一个好方法，

完成试卷自我分析后，可将其与试卷

粘贴在一起，积累多了，可以装订成

册。考生要经常翻阅复习，以达到巩

固知识、加强理解、培养能力、掌握规

律的目的。

二、理性分析试卷

月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诊断阶段

性复习效果，以及发现存在的问题。

通过月考，同学们可以及时发现自己

的不足和问题，包括知识、应试技能、

应试规范性或应试心理等方面。只要

抱着发现与改进的心态来对待每一次

月考，你就会觉得每一次考试都是一

种收获和发展。考生在每次月考前都

可以给自己定一个考试目标，这样有

利于自己考后及时找出目标差，然后

分析目标差背后的原因，以便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

错误的题目

例：第5题

第8题

……

错误的具体原因

审题不仔细；高尔基体功能没掌握，知识遗漏

光反应场所没记准，没与叶绿体内膜精准区分

……

同学们拿到试卷后，针对错误的题目可

以通过下表的形式逐个分析出每道题错误

的具体原因，为接下来复习策略的制定提供

重要依据。常见的错误原因有基础知识有

漏点、基础知识没记住（准）、审题不仔细、答

题不规范（科学表述不准确）、题目情境没

看懂、缺乏常见大题设问的解答策略、复杂

情境题阅读慢，理解慢导致做题慢等。

以我校最近一次考试中同学们错误率

较高的一道选择题为例进行说明。

【例】某同学在高倍镜下观察某高等植

物根尖细胞有丝分裂的情况，相关叙述正确

的是

A. 在分裂前期中心体会移向两级发出

放射状星射线

B.在分裂末期，该植物细胞中高尔基体

活动旺盛

这道题中，同学们往往会误选 A，原因

是审题不仔细，没看到题干中的研究对象是

“高等植物”，高等植物细胞中是没有中心体

的；没选 B 的主要原因是基础知识有漏点，

不知道高尔基体与植物细胞壁的形成有关。

通过下表的形式将试卷的错题及扣分

点进行系统梳理后，此次考试暴露出来的问

题就非常明确而具体了，为接下来复习策略

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针对考试暴露出的问题，制定有效复习策略

一、高效分析试卷，精准找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