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阶段有不同的学习重点

蔺芳各科成绩比较平均，三年来，她的学

习比较轻松， 但她依然记得自己在高一上学

期四次考试的全校排名： 第一次考了第 98

名，第二次考了第 40 多名，第三次考了第 20

名，期末考试考了第 19名。“从小到大没有考

过这么差，不过还好，成绩走的是上坡路。”蔺

芳说。

高三后半学期， 蔺芳的成绩出现一些小

波动， 历史考试把握不好答题思路， 她很着

急。“不就是道历史题嘛！ 我自我暗示肯定能

学好。 于是开始大量做题， 不管做对还是做

错，都跟老师交流学习方法。”蔺芳说，要有克

服困难的信心，吃点苦不算什么。

课余时间，用蔺芳自己的话说是“比较爱

玩”。 看课外书、上网、看电视，跟好朋友散步、

逛街和游泳，都是她打发业余时间的方式。

蔺芳说，三年的高中生活，她最大的收获

就是拥有强大的内心，“经过几百轮考试，成

绩带来的打击不算什么， 今后人生路上要面

对的挫折更多，我们要迎难而上，战胜它。 ”

最大的收获是拥有强大的内心

回顾历届高考成绩优异者的成长经历，

我们不难发现， 劳逸结合是他们学习制胜的

法宝之一。 高攀所在班级中，有许多同学有家

长陪读，而她早早断了家人陪读的想法。“他

们陪读，我压力大，不自由。 ”高攀笑道，因为

除了学校规定的学习时间外， 她都在涉猎各

类课外书籍中度过。 每周回家一次，她会上网

专心玩各种小游戏，缓解学习压力。

2011年，高攀的母亲因病去世了，而她没

能见母亲最后一面。“这件事对她打击太大

了，她的学习和情绪一落千丈，成绩考了最差

的一次———年级第 22 名。 ”高保安红着眼圈

告诉记者，在家人和班主任的开导下，高攀逐

渐恢复了开朗、乐观。

高攀说， 等待高考的时间让她备受煎熬，

她盼着高考快点到来，好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

成果。 这次报考北京大学，她跟随北大招生组，

了解有关填报专业的细节。“我第一专业想读

英语，学习一门语言将来用途很广。 而枯燥的

历史只能作为兴趣发展了。 ”高攀对记者说。

面对人生打击，她乐观开朗

2012年 7月 2日 星期一

编辑 /徐舒帆 美编 /张帅 TEL：0392-2189936� E-mail:711515@163.com

鹤城·人物

淇河晨报

05

谈起学习经验，蔺芳思路清晰且有条理。

“在高中不同的阶段， 学习要有侧重点。

比如高一，这是从初中升入高中的过渡阶段，

这一年不必苛求成绩， 而是应该在短时间内

迅速适应高中的学习节奏。把心收回来，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好习惯受益终身。”蔺芳说。

高二要主抓学习， 语数外三大基础科目

一定要作为学习重点，牢固掌握基础知识，不

能落后。 在每天的课堂上、作业中、多次考试

后，自己总结或跟同学交流，不断发现、总结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高三阶段是冲刺阶段， 根据学校统一安

排，蔺芳经历了四轮复习。“第一轮

复习时巩固知识，把从高一到高三

的所有知识点巩固一遍。 第二轮复

习时查漏补缺，扬长避短，把优势

学科学透学精，不让劣势学科成为

短板。 第三轮复习，俗称‘考试月’，

一次考试一次总结，是在训练考试

感觉，也是在训练考试心态，通过多轮考试

后， 让每逢考试就紧张的心情变得淡然，把

关注成绩变成关注知识点，如果能用平和的

心态面对考试， 我觉得这一轮就算成功了。

第四轮复习时就要调整好心态， 放松心情，

回归到知识点上，找到自信心，你就可以上

考场了。 ”蔺芳说。

蔺芳初中毕业后， 曾随父母去过北大，

当时，她告诉父母，自己将来也要上北大。 这

次她报考了北大提前批小语种，“我报考了

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其实，我最想学

法语， 有句话说，‘法语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

言’，法国又是一个浪漫的国家，法语也是世

界上使用较为广泛的语言，将来出国、就业、

对外交流，出路比较好。 ”

轻松淡定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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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绩： 6 1 7 分（语文 1 2 6 分、数学 1 1 6 分、英语

1 3 0 分、文综 2 4 5 分）+ 2 0 分（全国青少年地掷球锦标

赛全国前四名加分）。

成绩单：我市文科第二名、河南省文科第 4 7 名。

对大多数高中生而言，三年的苦读生涯枯燥又难熬，而高三一班的蔺

芳在忙碌的学习中，仍不放弃自己的小爱好，她是学校的活跃分子。

高考达人人物档案 蔺芳

6月 28日上午，记者大老远看到这母女俩

时，一眼便看出蔺芳跟妈妈李艳玲长得极像，尤

其是那双大眼睛明亮、有神。 交谈片刻后，记者

发现，蔺芳开朗、外向。“我喜欢演讲和主持，在

学校举行的几次高考动员会和高中毕业典礼

上，我都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 ”蔺芳说。

李艳玲对女儿的学习一直很放心， 蔺芳

回家后总会把功课做完再出去玩。初中时，李

艳玲只给她报过一个葫芦丝学习班。“她从小

就爱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 我们很

少干涉她。她的自控能力很好，是学校评选的

‘学习之星’。”李艳玲说，她信任自己的女儿。

蔺芳说自己个性要强，凡事要么不做，要

么就做到最好。 跟父母一起逛街，蔺芳必去的

地方就是书店，而且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从

小学开始，语文就是我的强项，我觉得语文主

要靠积累。 读书给我带来不少好处，小时候爱

看文学类的书籍，高中后多读文学类、科普类

或时政类的书籍，作文因此写得比较好。”蔺芳

说，分科后，她的成绩保持在年级前三名。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学习门门不落

总成绩： 6 4 2 分（语文 1 3 3 分、 数学 1 2 6 分

英语 1 2 9 分、文综 2 5 4 分）。

成绩单：我市文科第一名、河南省文科第 3 2

名。

当高攀从班主任张宏老师那儿得知她今年的高考成绩后，她让父亲高保

安拧了她一下，因为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从没要求过自己要达到‘最好’这

个标准，能考进前十名就很满足了，不争第一，这可能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吧。”

6 月 2 8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架着一副近视镜的高攀语速平缓地说，得知

自己取得全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后，她逐渐恢复平静，为填报志愿做准备。

高攀，出生在山城区鹿楼乡鹿楼社区（原

鹿楼村）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

都不高，在学习上很少能辅导她。

“她比她哥哥学习好， 从鹿楼小学毕业

后，升初中和高中都是她自己报名、考试，我

最多陪她去，能考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

农民家庭给不了她多好的条件， 我们从不对

孩子要求过高，也很少干涉她的学习，自己的

路还要自己走。 ”52岁的高保安笑着说，高攀

从小就爱看书， 拿自己攒下的为数不多的零

花钱买名著。“记得有一次看见她买回一本

《羊皮卷》，我就问她，‘你买的这是书吗？ ’她

说，‘爸，你看看就知道了’。 ”

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供她的学习开支，只

能创造一个相对较好的学习环境， 家人专门

腾出一个房间让她学习。

高攀上初一时， 曾随父亲去北京为母亲

看病。 一家人回来后，她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写

了这样一句话：一定要上北大。

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时，高攀选择了读

理科，成绩排在全年级 100 多名。 一个学期

后，她发现自己的兴趣还在文科上，于是高

二开学便转入文科班。

此后， 她的成绩始终保持在年级前五

名，用她的话说，成绩能保持稳定，学习要一

门心思，还要一种信念。

“是什么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

记者问道。“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吧，想走出去

看看， 将来想过一种物质和精神都富有的生

活。 ”高攀思考片刻后回答道。

谈到学习技巧，高攀的经验是，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善于总结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我和同学在宿舍一般都学习到零点，睡

觉前想一下第二天的学习计划。 早晨刷牙、

洗脸的时候，回忆前一天学到的知识点。 ”高

攀说，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并不容易。

“我爱思考自己在每科上的学习弱点，

找出掌握不牢的知识点， 分析深层原因，总

结学习方法。 ”高攀说，比如做完英语完形填

空，她喜欢大声朗读，还读英语课文。“学习

方法有很多种， 我建议大家每种方法都试

试，从中找到最合适自己的。 ”

对于错题，高攀只给自己一次机会。 数学

一度是她的弱项，她曾每天至少做两套卷子，

高一和高二阶段攒下五本数学纠错本，“错题

本一般我只看一遍， 出错是思考过程出的问

题。 ”

高攀最感兴趣的科目是历史。 正史、野史

她都爱看。“我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焦

老师上历史课时，思路非常清晰，而且给学生

留有思考的余地， 我很喜欢向焦老师提出问

题。 ”

重在思考，错题本只看一遍

攒零花钱买书看

高考达人人物档案 高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