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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ly Theme

教育

语文：抓住“三大

要点”

记者： 马上就要中考了，

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语文如何

才能提高得分能力？ 如何应对

作文？

秦法辉 ﹝初三语文教

师﹞： 根据以往的经验， 建议

考生从基础知识的积累与运

用、 答题技巧及写作技巧这

三个基本点入手， 在考前这

有限的时间里有针对性地进

行复习。

基础知识的积累与运用

主要包括字词积累、文学常识

积累、古诗文积累和语言的实

际运用。 复习中要以课本为

主， 注意常用字词中易读错、

写错、用错的字词。 要紧扣课

本的基本篇目，梳理课本中涉

及到的重要作家的作品知识。

古诗文积累要对课本中要求

背诵的古诗文进行背诵，对其

中的名言警句会理解性默写，

务求书写准确无误。 基础知识

这部分内容面广量大，目前已

经是汇总阶段，需要投入较多

的时间背诵。 眼下应当对课本

上的基本知识点进行查漏补

缺。

随着中考日益临近，老师

一般会安排一些往年的中考

题及模拟卷进行针对性训练，

这样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

战能力。 在以考代练的过程

中，学生要及时发现自己在知

识积累和能力提高上的薄弱

环节。 要注意归纳和总结，特

别是那些自己没有把握或容

易出错的知识点，要进行强化

训练，力求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

写作文时，内容不仅要有

血肉，还要有骨架。 只有中心

明确、题材新颖、语言精彩、思

想向上、 文情并茂， 作文才

能得高分。 作文占分较多，

考生除了平时的语言积累外，

还要多关注社会热点， 中考

作文与现实生活联系很密切，

考生不要空发议论、 空抒感

情， 一定要文中有物、 结构

严谨。 最关键的是要让自己

的作文材料保持鲜活， 要写

出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真实的

感受。

拿到作文考题时不要马

上下笔， 应有几分钟时间审

题， 看清题意后扣紧主题去

写。 其次文章要有一个好标

题，标题可以运用辞格，也可

以套用名句， 还可以逆向出

奇。 在文章结构上，要有合理

划分，为了紧扣题，在文章内

最好多次点题。

总之，考试时一定要正确

审题。 首先要弄懂题目要求，

准确理解题意；同时要善于揣

摩命题意图，判断要考查的知

识点。 在答题方面，要做到如

下四点

:

一是答题的完整性；

二是答题的针对性；三是答题

的准确性； 四是答题的规范

性。

数学化学物理：

跳出题海找技巧

记者：在数学、化学和物

理最后阶段的复习中，考生如

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市第十八中学数学老师

﹝高级教师﹞李改英、化学老师

张继华和物理老师吴晓丽：要

注重掌握解题的方法和技巧，

调整复习策略，查漏补缺。

从历届中招考试题的题

目来看， 几乎都没有偏题、怪

题、难题，在考试中基础知识

的比例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

抓基础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基

础知识掌握了，考试就能拿高

分。 现在，同学们应该回归课

本， 将基础知识进行梳理，做

到基本概念牢固掌握，基本理

论相互联系。 在梳理知识时，

要注重理解、知道结论的得出

方法和过程。 只有基础知识打

扎实了，各种问题才可以迎刃

而解。

在最后的复习阶段，考生

们更应该注重掌握解决问题

的方法和技巧。 学生应把所做

练习中的各类题型进行分析、

比较、归类，发现其中的异同

点。“题海战术”不如“举一反

三”。 现在很多题都是考能力，

创新、综合、分析能力是主要

考查的对象，因此要在一题多

变、一题多解上做文章。 只有

掌握了方法和技巧，才能在解

决问题时多角度地理解题意。

考试前，同学们要把所有

做过的练习及模拟试卷整理

成册，浏览一遍。 把自己近阶

段出现的错题浏览一遍，予以

纠正， 通过强化记忆和训练，

查找失分知识点， 发现自己

的薄弱环节， 有针对性地对

自己的薄弱之处进行重点复

习。 通过分析试卷查找缺漏，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明

显的收获。

同时，化学老师张继华认

为，如今的中考提高了对学生

综合能力以及实际应用能力

的要求。 张老师建议， 针对

这一特点， 同学们应注意化

学知识在生活生产中的运用，

多关注身边的化学现象， 将

它们与学过的基础知识联系

起来， 分析出其中蕴涵的化

学原理。

历史政治： 做题

要敢于发挥、创新

市第十八中学的历史老

师李珣和政治老师李梅云认

为，中考历史和政治实行“开

卷”考试是为了克服死记硬背

的机械学习方式，它要求学生

不但要掌握必要的学科知识，

更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灵活

运用书本知识认识、 分析、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两位老师建议，因为万变

不离其宗，考试最终还是书本

上的知识， 所以在答题时，要

仔细阅读材料，提取关键词和

有效信息，找准答题角度。 对

于同一材料、同一知识点要从

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思考。

答题时思维一定要开阔，

不要局限于书本上的死知识，

要与当前社会现实、国际形势

相结合。在做题时要敢于发挥

和创新， 多思考几个角度、多

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

办， 答题要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

政治老师李梅云认为，政

治考试关注时代性，考生在复

习和答题时，应该联系社会和

生活实际来回答问题。在政治

考试时，书中一般找不到现成

的答案，它主要考查学生的人

生观、价值观、参与性。在答此

类题目时，同学们要做到符合

题意、 观点正确和言之有理。

同时， 还应关注身边的大小

事。要注意找好热点问题与教

材知识点的结合点。要通过报

纸、杂志、电视、网络等途径了

解时政热点。

英语：临考前要

“热耳”

市第十八中学的初三英

语老师豆艳丽说，在中招英语

考试中，听力考试占

20

分，这

就需要考生加强这方面的训

练。豆老师建议考生这几天每

天坚持听半小时的听力磁带，

同时在英语考试的当天，最好

也能“热耳”，即当天中午也能

听半小时的听力磁带，这样下

午考试时，就会很轻松进入状

态。

在英语听力部分答题时，

考生应该养成审题的习惯，

即在放录音前先浏览题目，

以做到心中有数， 降低听力

难度。

一般情况下， 前面的题

目会简单一些， 由于听力是

一次性放音， 如果考生在某

道题录音放完后还没有听懂，

应该及时根据重点记号和听

到的内容猜答案， 千万不要

因为这道题而影响后面的听

力题。

完形填空对于学生来说

比较难，一般完形填空上下文

或句子都有暗示信息。 学生在

做此类题型时须通读全文，联

系全文再作答。

阅读理解，遇到生词量较

多时，不要灰心，要继续读下

去。 不要单凭自己的主观想象

去揣摩意思，要对文章进行综

合判断。

家长要多关心孩子

帮孩子减压

“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

给孩子减压，要给孩子营造宽

松的复习环境，注意孩子身心

健康，多和老师沟通，帮孩子

过好人生的重要一关。 ”李改

英老师说。

身为高级教师和市级优

秀教师， 李改英已经送走了

多届毕业班， 也目睹了很多

考生因为家长期望过高， 自

己压力过大， 导致中招考试

时发挥失常。 “其实孩子很

优秀， 但家长总觉得孩子不

行， 这样一来， 孩子精神压

力太大， 就影响了孩子的正

常考试和发挥。”

李老师认为， 中考临近

了， 很多孩子心理压力加大，

容易产生烦躁情绪，这时家长

要抽时间多陪陪孩子，生活上

多关心他们，不要看到孩子情

绪烦躁就躲到一边，要和他们

多交流，但交流的话题要有所

选择，注意避免过多谈论学习

和考试，尤其避免谈论考得好

与不好怎么办，多交流学习以

外的轻松话题，这样能有效调

节孩子情绪。“家长要给孩子

减压，应该以一个平常心来对

待中招考试，要重过程，不要

只重结果。 ”

在中考前，家长要多与老

师联系，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

况，并把孩子在家的情况及时

反映、告知老师，让老师协助

提醒与督促孩子，如果遇到问

题可有针对性地找老师帮助

与处理。

注意事项

市第十八中学的秦法辉

老师建议广大考生，考试前一

天，首先要到考点查看自己所

在的考场， 熟悉考点环境，对

考点的各类设施做到心中有

数，包括存车处、厕所等位置

都要清楚。 找到自己的位置，

要亲自坐一下，体验板凳是否

舒适，桌子是否平衡，发现问

题， 要提前向监考老师反映。

要记清楚行车路线

(

步行、自行

车、打车要多长时间、公交车

坐几路

)

。

其次要确认考试用品是

否准备齐全。

再次， 考试前一晚，为了

保持良好的状态，考生还是应

该适当看书学习，使大脑处于

一种较活跃、 清醒的状态，但

量不宜大，时间不宜长。

第四， 考试期间， 每天

晚上要按时休息， 不做剧烈

运动； 饮食以清淡为主， 要

保证食物的新鲜清洁， 防止

出现腹泻从而消耗体力， 尽

量少吃容易引起胃肠不适的

食物。 出发前检查各种文具、

证件是否带齐。

第五， 试卷发下来后，先

通看一遍，不要急于答卷。 答

题时先易后难， 不死抠难题。

合理进行时间分配，规划好各

大类题目的答题时间。 难题能

做几步就做几步， 一般不要

整个题都留成空白。 要仔细

审题， 找出关键词， 区分出

“隐含信息” 和“干扰信息”。

答完题后一定要进行复查，

看是否漏写、 漏涂； 若需要

改动答案， 一定要慎重， 不

要轻易推翻原有答案。

中招倒计时
晨报记者 陈志付 柯其其 文∕图

一年一度的中招考试就要开始了。 即将走上考场的广大考生如何在这极

其有限的时间里做好考前的各项准备，是眼下最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带着这一

话题，记者于 6 月 21 日来到我市第十八中学，在该校的资深教师中进行了采

访。 他们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工作实践对广大考生和家长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

议，或许对考生和家长有一定的帮助。

学生在老师的辅导下备战中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