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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阶段复习

后，考生都能够将知识体系

形成于心，在大量做题的过

程中考生逻辑思维能力以

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

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

答题不规范依旧是不少考

生存在的问题。要想最终取

得好成绩， 最后一个阶段，

考生答题一定要做到四个

到位。 ”采访过程中，鹤壁高

中化学教师、河南省化学学

科骨干教师董振卿说。

董老师解释说，所谓四

个到位就是审题到位、计算

到位、书写到位以及叙述到

位。考生在答题时要养成认

真审题的习惯，通过阅读理

解获取有效信息。要看清题

目属于辨析概念类型的还

是计算类型的，属于考查物

质性质的，还是考查实验操

作的等等。审清题目的类型

对于解题至关重要，不同类

型的题目处理的方法和思

路不同，只有审清题目类型

才能按照合理的解题思路

处理。

化学题目中有很多都

需要考生进行填空，考生能

否认真计算、正确书写化学

方程式以及化学符号都直

接影响考生的得分。 另外，

题目中往往对结果的表达

有特定的要求，所以考生对

于相关文字描述也一定要

清楚到位，不然描述出来的

意义就会发生变化。

不少考生在最后冲刺

阶段选择题海战术来加强

学习，董老师认为这一点并

不可取。 题目贵精而不贵

多，复习过程中，考生已经

做过大量的试卷，在这段时

间内考生一方面要通过继

续做题来保持良好的答题

状态，另一方面也要回顾积

累下来的错题、难题。 这些

题目是考生的弱点，考生在

回顾的过程中可以将题型

以及相关知识牢固掌握。另

外再结合具体问题，有目的

的复习比单纯“扫描”式复

习更有效。考生力争每一次

复习，都能在能力上有进一

步的提高。

董老师建议广大考生，

在最后冲刺阶段，复习一定

要讲求实效。对于自己确实

不会做的题，如果属于“偏”

“怪”之类的问题，可以选择

放弃以便抽出时间保证基

础题目的掌握；但是如果属

于答题思路上出现的问题，

这时候考生就不要花很多

时间去苦思冥想，要经常和

老师、同学交流 ，以便节省

时间提高效率。

作文：

在休闲中

得到提高

□

晨报见习记者 周凯楠

“距离高考只剩下二十

多天的时间， 不少考生认为

作文功夫在平时， 这时候已

经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提升空

间进而忽视作文的复习， 这

种观点是错误的。” 近日 ，

我市

2008

年文科状元刘霄

鹤对记者说。

刘霄鹤认为， 在最后的

一段时间内， 作文这一方面

也要下工夫， 看与不看的效

果是不一样的。 当然， 时间

这么短， 全方位地去关注 、

搜索文章是不大可能的。 但

是可以抓住重点的话题， 写

上几篇属于自己的文章， 这

样在考试的时候就会心里有

底。

除了写一些文章之外，

刘霄鹤更加注重在休闲时间

积累作文素材。“当时学习非

常紧张， 感到累的时候我就

会看一些美文来放松身心。

这样每天也不需要很多时

间 ， 也不需要刻意去做什

么， 只当在休闲中学习作文

了。 就是这种方式， 我积累

了很多文章的素材。 等到考

试的时候， 这些日常积累的

素材就是一种财富， 简单加

以整合再融入自己的思想就

能够写出优美生动的作文。”

刘霄鹤说。

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李

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

自己的作文提高主要是受到

台湾几位作家的影响，“我经

常会看他们的作品， 特别是

席慕容的作品， 描写得非常

好， 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思

考他们的写作思路， 学习他

们的写作技巧， 以便用于自

己的作文中。”

李昕建议广大考生近期

在复习作文时要注意三个方

面： 首先， 梳理已有的写作

材料、 文字积累， 比如名言

名句 、 寓言故事 、 历史典

故， 这样会使文章更出彩；

第二， 要注重选择写作文体

的复习， 自己不擅长的更要

加强练习； 最后， 要注意对

写作时间的把握， 防止考试

时间到了写不完作文。

阅读理解在高考英语

中分值最高， 阅读量最大，

难度也逐年提高。 考生在冲

刺阶段应该如何针对性的复

习阅读理解，针对这个问题，

记者采访了鹤壁高中高三英

语教师李玉英。

李老师告诉记者，阅读

理解按体裁划分可分为记叙

文、应用文、说明文和议论

文。 复习记叙文的阅读理解

首先要注重对人物和事件的

分析，了解记叙文的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等要素，从整

体上把握文章的内容。 其次

是理清文章的线索，记叙文

都有一个贯穿全文的线索，

以时间、行踪，或以人物的思

想感情变化为线索。 分析线

索有利于把握文章的思路和

文章的结构。 弄清文章的记

叙顺序，并分析各种描写的

方法并理解不同方法对主题

的作用。

议论文是高考英语阅读

理解中必考的体裁。 其内容

涉及人文类以及社会科学类

等题材。 在做这类阅读理解

试题时要注意把握文章的论

点、论据和论证。 解题时寻

找与试题有关的关键词句，

把握文章内涵，不能主观臆

断或凭空想象，更不能以自

己的观点代替作者的观点。

应用文是贴近生活的文

体，包括通知、图表文章等是

英语阅读理解中出现得较多

的文体。 从近年的高考英语

阅读理解试题看， 应用文的

题材出现得较多， 如学术活

动安排、旅游观光等。阅读时

一般可采用跳读、 略读等快

速阅读方法，快速浏览信息，

先了解文章的大致内容，再

看试题， 带着问题在文章中

搜寻相关信息。 做此类阅读

理解题时， 是先看试题还是

先看文章应视个人的阅读习

惯和具体语篇而定， 如果文

章较长，不必记住所有信息，

而要抓住文章的主要线索，

再看试题， 带着试题的问题

到相关信息处寻找答案。

说明文中科普类文章在

高考试题中出现比较频繁，

是高考英语阅读理解中必不

可少的体裁， 一般来说科普

文章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文

章有明确的主题。 这种阅读

文章往往有比较复杂的句子

结构，长难句较多，句法分析

比较困难， 有时会使用多种

语言现象，如被动语态、定语

从句、虚拟语气等。

“我的物理成绩之所以

在最后能够得到一定提高，

是得利于我和同学之间的切

磋练习的结果， 这也算是我

的一个小窍门吧！” 侯霜说。

侯霜，

2008

年毕业于鹤

壁高中， 目前就读于北京科

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学院学习

环境工程专业。据侯霜介绍，

虽说她当时选择了理科，但

实际上她的文科成绩倒是略

胜一筹， 选择理科是认为理

科就业机会较多。

在进入高三之后的数次

考试中， 侯霜理综的薄弱不

能让她像以往一样充满自

信：成绩经常在

200

分左右，

这其中最薄弱的科目就是物

理。如果这样下去，高考中侯

霜将不占优势。“不过我这个

人特好强， 有点儿不服输的

劲儿。 我知道自己的物理成

绩不好， 我就自己下工夫去

弥补。 ”侯霜说。

据侯霜介绍， 为了让自

己的物理成绩能迅速提高，

她一边紧跟老师的复习进

度， 一边自己买回了试卷强

化练习。 单一复习是很枯燥

的， 为了让复习有条理性而

且更有趣味性， 侯霜还和好

朋友做了约定： 两个人每周

都抽空做一套题， 利用第二

个周的周一下午放学的时间

在学校花园内互相切磋，将

难题解决。

“一般我都会选择做一

套题， 这样考察的知识会比

较系统全面而且针对性较

强。 另外我觉得切磋解题的

方法也非常好。 物理解题必

须保持思维的清晰和连贯，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并不

是因为我们完全不会， 而往

往是大致知道解题的方法，

可能只因为那么一两步迷

惑， 题目就无法进行下去。

于是我和朋友各自说出自己

的答题思路， 遇到卡壳时我

们就通过讨论来解决。 有句

话说：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迷惑时， 对方的一句话或是

一个指点就能让人茅塞顿

开。” 侯霜回忆当时的情景

说。

侯霜建议备考中的学弟

学妹， 在最后阶段的物理复

习上一定要讲求策略， 成绩

好的考生要通过做题、 看经

典题等方式获得一定的上升

空间， 而对于那些物理比较

弱的考生就要理性地对待难

题， 抓住基础部分得分应当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物理：切磋练习效果好

□

晨报见习记者 张凯培

英语：阅读理解复习策略

□

晨报见习记者 郭坤

高考冲刺有诀窍

化学：答题做到四个到位

□

晨报见习记者 张凯培

2008

年高考数学题目

较难，而李昕依然拿到了

128

分，以总分

608

分被中国农

业大学录取。

李昕的数学成绩一向

较好，分数一般都在

130

分

左右，所以在数学学习上她

一向充满自信，她也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数

学成绩好与我从小就喜欢

这个科目有一定关系，可是

我认为只有兴趣是远远不

够的， 需要总结学习方法、

拥 有 良 好 的 学 习 习 惯 才

行。 ”李昕对记者如是说。

据李昕介绍，她的秘诀

在于“勤做、巧练、多总结”。

数学与其他科目不一样，它

需要一定量的习题训练来

提高做题的熟练度、速度和

正确率，所以考生保证做题

量是必须的。 在这一点上，

李昕主要是跟随老师的步

伐，通过老师安排的考试或

者日常试卷来进行练习 。

“老师平时给的题量是非常

大的，只要大家都能坚持吃

透这些题，那就是迈向成功

了一大步。 ”李昕笑着说。

除了保证题量，李昕在

日常复习中还特别注意总

结。 举个例子来说，几套练

习题做下来，李昕并不急于

审查自己对了多少或是错

了多少，她最关心的是哪些

题目有典型性、 有创意，对

自己有所启发，将这些题总

结下来，去寻求题目与书本

知识之间的联系，利用这种

方法熟练掌握各类题目。

“现在，不少考生都是

比较擅长做题的，但是成绩

却不理想。那是因为基础概

念没掌握牢。 ”为了避免这

些，李昕在学习中特别注意

回归课本 ，“因为再新奇的

题目也是源自于书本知识，

所以我能在比较题目的过

程中将基础知识熟练掌握，

在此基础上才更容易达到

灵活运用。 ”

李昕建议众考生，不管

平时数学成绩如何，在最后

冲刺阶段一定都要保持一

个良好的心态。 成绩好的同

学不能将数学撒手放一边：

数学是个熟练的活儿，几天

不练就会感觉生疏；成绩欠

佳的同学则更要树立信心，

端正心态去努力。

数学：勤做巧练多总结

□

晨报见习记者 张凯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