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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报见习记者 李潇潇 通讯员 毕辉

高考冲刺期艺术考生复习：

“临时抱佛脚”也能出成绩

□

晨报见习记者 陈海寅 周凯楠

临近高考，美术考生小

张情绪越来越急躁，虽然已

经顺利通过了三个院校的

美术专业课的考试，但文化

课却是他的弱项，也成为他

考入理想学校最大的阻碍。

还有

20

多天就要高考了，

和小张情况相似的艺术考

生占了相当一部分。 记者咨

询了市外国语中学有多年

教学经验的三位高三任课

教师，为广大艺考生在最后

阶段进行冲刺复习支着儿。

如今，艺术类院校越来

越重视艺术生的文化课成

绩，因此，文化课的复习在

艺考过后就显得尤为重要。

采访中， 三位老师一致强

调， 艺术生在仅剩的

20

多

天冲刺中，不仅要把学习心

态调整好， 提高复习效率，

更要注重一定的备考策略

和技巧，抓住临考前的这段

“黄金时间”做好冲刺，把能

够得到的基础分数牢牢抓

住， 不漏过任何得分的机

会， 哪怕

0.5

分也要锱铢必

较，就算是“临时抱佛脚”也

能出成绩。

艺术类招生规

则要心中有数

有十多年辅导高考艺

术考生经验的美术老师毕

辉表示， 与往年艺考有所

不同的是， 今年艺术类考

生的专业成绩也开始分专

科和本科两个分数档， 但

招生规则基本与往年相同，

大致分以下三种： 在文化

课成绩达到分数线的考生

中按照专业课成绩排名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 在专业

课成绩合格的考生中按照

文化课成绩排名从高到低

择优录取； 将文化课成绩、

专业课考试成绩累计后按

照考生排名从高到低择优

录取； 把文化课成绩、 专

业课考试成绩各自乘上不

同的系数后再累计排名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

(

其中既有

注重文化课成绩的，也有注

重专业课成绩的

)

。 因此 ，

参加完专业课考试后， 文

化课复习就显得尤为重要。

强化基础

提高成绩

针对一些艺术考生文

化课复习时间短、基础相对

差的情况，市外国语中学高

三毕业班班主任戴小平说，

现阶段艺考生都在全力以

赴进行文化课的复习。 由于

专业课考试前大部分考生

耽误了文化课学习，成绩大

幅下滑，导致每年都有一些

很有天分、专业成绩优异的

考生，最终由于文化课成绩

不过关而被淘汰。

艺术生如何在这最后

的冲刺阶段把成绩再提升

一个档次很关键 ， 戴老师

说 ， 艺术类考生前面已经

经历过复习旧知识 、 学习

新知识 、 巩固强化、 全面

复习四个过程 ， 针对各学

科的特点 ， 进行综合性总

复习也接近尾声 。 现在要

进入总结线索， 梳理结构，

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知

识和能力的潜力 ， 调整心

态尽快投入到高考前的知

识和心理最佳状态。

戴老师表示艺考生复

习时一方面在课堂上要紧

跟授课老师的教学思路 ，

理解 、 总结授课教师强调

的重点 。 课堂上不明白的

地方要及时询问 。 另一方

面 ， 课余时间， 在完成教

师留下的任务后， 自己复

习做过的练习题 ， 总结一

些有助得分的规律 ； 自己

针对缺漏处 ， 补做一些相

关的练习题。

戴老师强调，艺术考生

文化课复习时应有针对性

地加强自己薄弱科目，紧扣

考试大纲 ，找好定位，订好

计划，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

学习方式，同样可以在最后

的这段时间，尽最大努力学

好文化课。

抓强项得高分

学会大胆取舍

有着

30

多年教龄的高

三语文老师宋文丁表示，由

于高考艺术类考生在专业

课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因

此造成了文化课基础较差，

离高考要求差距也很大，在

最后阶段常规中学高三的

复习计划根本无法满足艺

术类考生的迫切需求，他们

特别需要因材施教的“突击

性 、针对性和技巧性 ”冲刺

备考。

宋老师认为，对于艺考

生来说， 最后的冲刺阶段，

务必要提高复习效率，抓住

科目复习重点，在易得分的

地方拿高分。 现在高考对知

识本身的考查难度与以往

相比有所下降，反而更注重

考查考生对知识理解与应

用的能力。 艺术类考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强的特

点决定了他们适应新高考、

快速提分的潜力也非常大。

只要方法得当、 目标明确，

再经过专业老师指点，艺术

类考生考前突击一定会起

到较好效果。

“高考要考数学、语文、

英语、文综（理综），想在这

么少的时间里，把

6

门课都

学好是不可能做到的 。 ”

宋老师说，考生要合理安排

复习时间，较好的科目安排

更多一点的时间复习，在短

时间内用偏科的复习方法，

让强项得高分。

针对语文科目，宋老师

分析说，语文是语基、阅读、

作文三大块，除基础知识是

复习重点外，考生比较容易

抓住的是作文。 只要能做到

语句通顺，符合要求 ，一般

都能得较高的分。 这是个易

得分的部分，所以复习时要

多看多练。

宋 老 师 建 议 考 生 ，首

先，文化课的学习应该夯实

基础， 一切由强化旧知识、

巩固旧知识开始，然后再做

好新知识的掌握。 其次要学

会取舍，由于艺术类考生文

化课录取分数线不高，所以

考生就要力求会的知识多

巩固， 争取考试不丢分，而

偏题 、怪题 、综合题则要大

胆舍去。 第三要重视结合高

考模拟试卷，加强考前的实

战训练。

陈阳（化名），大二学生，

2007

年以总分

618

分的成

绩考入厦门大学。

“又是一年高考临近，看

着学弟学妹们为高考而搏，

让我想起自己那年高考，也

是天天都处在剑拔弩张的气

氛中。 但是还好，天天充实

的日子，也让时间眨眼就过

去了。 ”说到自己的高考经

历，陈阳说，她并没有特别的

学习窍门，之所以能考出优

异的成绩，跟自己沉着淡定

的心态有很大关系。

错题多改几遍

“我觉得自己最好的学

习习惯就是测试成绩出来之

后总是认真地找出自己的错

误。 并专门准备个本子把错

题整理到一起，然后重新做

一遍，看看到底是自己不会

做，还是马虎大意做错了。 ”

陈阳说，“因为很多人做题时

都会犯一些低级错误，如果

是自己大意把题做错了，就

很可惜。 给错误分类，把粗

心做错的题和自己确实不懂

的题归类记下来，对症下药，

逐一攻破。 尤其是自己不懂

的题，应该想明白多做几遍，

举一反三，争取以后再看到

此类的题目能轻松拿下。 ”

理解题目的精

髓，融会贯通

陈阳说，有条理地整理

好错题很有利于复习，在每

次考试前就不会觉得盲目，

不会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

好， 但也并不是题目做得越

多就掌握得越多，关键是要

真正了解题目的精髓。“每

道题目都有它的特点，做的

时候不要只把它当成一道题

来做， 还要把它当成一个题

型来做。 做深了、做透了，把

一道题的精髓做出来， 以后

再面对此类题时都会胸有成

竹。 很多题目都是触类旁通

的，把握好它的窍门，就能融

会贯通，节省很多时间。 ”

用心学习，提高

效率

“学习效率高不高， 不

在于用的时间多少， 主要在

于用心不用心。 有的人一天

到晚都在学习， 但精神不集

中， 很容易使学习效率降

低。 看似花费了很多功夫，

却收效甚微。 这样不仅学习

成绩没上去， 自信心也很容

易受到打击， 造成迷茫浮躁

的心理。” 陈阳说， 她想提

醒广大考生， 学习时一定要

注重提高学习效率， 不要盲

目地耗费时间。 “累了就休

息， 适当地放松， 切不可疲

惫学习或在一种厌倦的情绪

中学习， 这样只会产生不好

的负面效果。 相反， 把学习

当成一种乐趣， 则会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找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法

“很多考生备考时，都会

向身边一些成绩好的同学取

经。但借鉴别人经验的同时，

也要注意给自己‘量身定

做’。适合别人的方法不一定

也适合自己。 ”陈阳说，备考

时切不可为了一时的急功近

利就盲目地向别人学习，借

鉴好经验的同时， 也要考虑

一下适不适合自己。“比如说

有的人精力特别充沛， 一天

只需睡三四个小时就行。 但

有的人却必须要保持每天六

七个小时的睡眠才能有精

神， 那么这样的人就不要像

别人一样去熬夜， 不然只会

让自己的精神状态变得特别

差，降低学习效率。 ”

睡 前 回 忆 当

天所学的知识

“每天临睡前，是自己一

天里精神最放松的时候。 我

不喜欢熬夜， 每天都会在十

一点左右睡觉。 利用睡前的

时间，轻松地躺在床上，闭上

眼睛， 开始在心中默默地把

之前的成功体验和一天的学

习收获像放电影似的在自己

的头脑中过一遍， 让自己完

全沉浸在那种知识的状态

中。 然后再把第二天的学习

安排在脑子里大概部署一

下。”陈阳说这种状态她一直

坚持到高考结束。 在很多人

为高考而心力交瘁、 焦头烂

额的时候， 她依然坚持着这

样的习惯没有改变。

随身带记录本

“不管去哪里，随身带一

个记录本， 是可以放在口袋

里的那种小本。 因为有时脑

子里不经意就会闪现出一些

灵感，但事后却又想不起来。

有个记录本可以随时随地记

录， 还能记一些自己需要学

习的东西。 在临睡前回忆一

天所学的知识时， 想不起来

了就拿出来翻看一下， 就会

记得更深。 我高三时所有的

记录本， 上面杂七杂八地记

录了很多东西，诗词、单词、

公式……应有尽有。 这样对

学习很有效果， 有些东西我

到现在都记得。 ”陈阳说。

鼓励自己，学

会减压

陈阳说， 在备考沉闷的

压力下， 要时时刻刻给自己

一些自信。“把自己以前取得

的成绩记录下来， 写出每一

次测验的具体成功之处， 在

后面标上一句鼓励自己的

话， 贴在书桌上， 对攻克学

习难题很有帮助。” 陈阳告

诉记者， 在每天晚自习放

学， 结束了一天的学习时，

她会在最放松的时刻给自己

鼓励。“想象着明天的日出，

让自己的精神处于一种乐观

的状态。”

陈阳说：“高考是智力的

比拼，也是心理的比拼。做好

复习的同时， 也一定要放松

心情， 这是高考成功与否的

关键。多给自己一些自信，以

沉着淡定的心态来迎接高

考。 ”

优秀学生谈高考

沉着淡定迎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