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听讲”

对于绝大部分考生来说，课上认真
听讲无疑是更高效的学习方法，听讲的
同时积极思考，要比盲目抄写笔记重要
得多。课堂上，考生不能只做老师板书
的搬运工，笔记应是建立在自己用心思
考后，根据老师所讲去完善的，因此笔
记上除了要有老师板书的规范解题过
程，还要留下自己思考的痕迹，尤其是
自己的想法出现错误或不严谨的地
方。笔记应当能和老师的板书作出对
比，便于课后对自己的问题进行改进。

有些考生在老师讲到自己做对的
题时认为没有再听的必要，实则不
然。一则，老师可能会由这道题引申
出更多与之相关的知识方法，若不听
讲，势必会错过很多重要内容；二则，
对于同一道题，解题的方法策略不尽
相同，如何选出最优的解题策略，从而
节约时间成本，老师也会在课堂上进
行分析。因此切不可在老师讲解自己

“做对”的题时掉以轻心，以免错过获
知更优的解题方法。

学会“做题”

对于“做题”，我的建议是考生不
可盲目贪多，需注重对题目的反思与
分类。

第一类，能够熟练且正确解决的问
题，说明考生已经掌握，无需再花费更
多的时间在此类问题上，只需在做套题
遇到时认真完成，保证正确率即可。

第二类，能了解大致解题思路，但
不够熟练，或者需参照公式、定理、例题
等才能“模仿”下来的试题。对此类问
题的做法考生有一定了解，但仍需进一
步熟练应用、规范步骤、深入理解。这
一部分是考生提分的关键，应格外重
视，给予针对性训练。建议考生在做题
前，先拿出一定的时间复习相关内容，
将必要的公式定理等基础知识烂熟于
心，课上老师讲的例题要理解透彻，在

做题过程中不再翻阅任何资料，以考试
标准限时完成。如果无法“闭卷”完成，
说明考生对解决此类问题的知识思考
方法还有欠缺，要将此题整理到错题本
中，后续继续复习巩固，直至完全掌握，
转化为“第一类”为止。

第三类，完全无思路，不知如何入
手分析的题。考生需考虑此类问题是
否在自己的解决能力范围内，若此题属
于中低档的基础性问题，可以在较短时
间内通过集中训练掌握方法，可给予一
定的时间，通过专项训练将其攻克；若
题目综合性较强、灵活度较高，需长期
积累、体会、领悟才能培养出解题能力，
现阶段不妨先放一放，将精力集中在可
得分的题上，待这次考试结束后，再循
序渐进地攻克此题。

学会“改错”

不少考生只愿做新题、做自己会
的题，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这是很
多同学一直在做题成绩却难以提高的
原因。想要让做过的题发挥它最大的
价值，考生就必须养成“知错就改”的
习惯。大家会发现，每次考试失分的
部分不都是自己完全不会做的题目，
相当一部分失分出在“不细致、不规
范”上，比如解分式不等式时忘记分母
不能为零、二次型忘记讨论二次项系
数是否为零等，很多同学对诸如此类
的“小问题”毫不在意，屡做屡错。若
能将此种问题都整理在错题本上，并

用红笔在显著位置标出“注意事项”，
定期复做，考前再次翻看，考试时就不
至于出现一错再错的窘态。因此，错
题的及时整理、用心反思与定期复做，
直至可独立完成该题的解答这一系列
过程是提分的秘籍。

第一次月考很重要，同学们须用
心对待，全力准备。但也无需对成绩
过于焦虑，以免给自己造成过重的心
理负担。如果考得理想，不盲目骄傲，
认真总结经验；如果考试失利，也不灰
心气馁，及时改进修复，为后续的备考
打好基础。

关注四点 逐一落实

语语 文文

国庆长假过后，高三

考生将接受首次月考的检

验，我在此分享语文学科

复习备考的四点小贴士，

愿同学们做好规划，在劳

逸结合的大原则下实现弯

道超车，在高三首次月考

中收获好成绩。

高三首次月考作为考生备

考路上的质检站，其作用不容小

觑。月考是为了检验本阶段的学

习效果，发现考生在基础知识、基

本思考方法、答题规范以及解题

策略等方面有哪些不足与问题，

以便大家在后续学习中及时优化

复习策略，调整学习方法，改进学

习习惯。我建议考生在备考时尽

力做到以下三“会”。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孔怡

数数 学学

夯实基础 做到三“会”

落实默写 一举多得

目前，高考要求考生必背的古诗文有
50 篇，分别是 32 篇古诗词和 18 篇文言
文。高考分值为8分，包括情境默写和上
下句默写两个部分。2024年北京卷中情
境默写占2分，填写上下句占6分，考查了

《客至》《鹊桥仙》《论语》《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等篇目，呈现出记忆与理解相结合、
古诗与古文均涉猎的特点。这就要求考

生不仅要把所有篇目背诵准确、书写正
确，还要理解其内容。利用小长假，考生
可通读所有篇目，圈点难写字、通假字、背
得不熟不准、不理解含义的地方，找到问
题后，针对落实，方能在考试时确保得到
满分。同时，考生还要关注古诗的体裁、
内容、情感、手法等，助力自己提升诗歌鉴
赏能力，更好地理解试题。

文本研读 咀嚼反刍

在这次月考前，语文学科已经开展
了不同板块的专题复习，或文言、或古
诗、或散文……回看曾经做过的题，建立
试题间的联系，形成知识网络，有助于考
生提升整体阅读理解能力。诗歌板块考
生可以围绕诗人立体探究，如杜甫的诗
多次在高考、模考中出现，2014 年考题

《奉陪郑驸马韦曲》、2022年考题《病柏》、
2023 年考题《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
寄严郑公五首》、2023 年海淀一模《殿中
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再关联高中必
背的《客至》《蜀相》《登高》《登岳阳楼》及
初中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对杜甫

的人生经历、诗歌风格、思想情感整体把
握，深入理解，可更好地知人论世，知人
论诗。散文板块则可从内容、主题方面
入手，如研读2019年北京卷《北京的“大”
与“深”》、2022 年北京卷《这城市已融入
我的生命》、2024 年西城一模《从北京到
北京的距离》及 2024 年定位考《北京生
长》等，细品人与城市微妙的联系；也可
以从题型入手，如梳理2021年北京卷《心
灵的呼吸》、2023 年北京卷《黄姚酿》、
2023年东城二模《人闲桂花落》题目的涵
义……拓展研读的方向是多样的，咀嚼
反刍的价值是共同的。

精准审题 明晰思路

写好大小作文的关键是精准审题，
考生要明确试题要求，明晰写作思路，
方可快速成文，高度完成试题要求。如
2022 年高考微写作（2）：核酸检测排队
时需要两米安全距离，一些社区为两米
间隔线设置了安全贴心、形式多样的标
志，有的是撑起的晴雨伞，有的是贴在
地上的古诗词图片。请你选择一个检
测点，依据其环境特点，设计两米间隔

线标志，并写出设计理由。要求：语言
简明，条理清晰。

动笔前，考生需先提炼写作要点：写
出一个具体核酸检测点，交代清楚环境特
点，清晰写出间隔线标志的设计内容，有
条理地表达设计理由，理由应该与地点、
环境、标志内容等相对应。审清话题，选
好角度，有层次地展开，注意语言凝练，一
篇优秀的微写作便已初具雏形。

抓住名著 重点回顾

北京卷高考两部必考名
著《论语》《红楼梦》地位不相

伯仲，复习中考生要做到兼
顾。对于《论语》，考生

在通读、理解重点
词句基础上，可

以按照专题
进行复

习，如论为学、君子、孝悌等；对于《红楼
梦》，可重读前五回，关注画册、判词、曲
子，了解人物命运结局；可阅读回目录，
回忆主要情节；可借助资料重点回顾十
二钗、宝玉等主要人物的相关事件、人物
性格及作品主题、创作手法等；可沿某条
主线、选取章节进行阅读，如宝黛爱情的
酸甜苦辣……小长假期间，考生不妨再
次打开两部古老的经典名著，既完成备
考任务还能获得审美愉悦。

昌平区第二中学教学副校长 姚艳

编者按：十一假期过后，高三生将迎来首次月考。假期中，考生如何安排各科的备考呢？

本期我们邀请9个学科的一线老师分别为大家作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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