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后期高考复习应该注意哪些细节？高考实战有哪些技巧？……一年一度的高考
进入复习的关键时间节点，为了帮助考生更有效地进行高考复习，本报邀请合肥一中、八
中等校名师传授考生“赢考秘笈”，希望对考生后期复习有所帮助。 记者 桑红青

心态调整 考前不应把大量精力放在做题上

考前一个月不应把大量精力放在做模拟

试卷上，要看练结合。这里所说的“看”主要指

看过去做错的题，在看的过程中随时记录一些

感想、体会、思考自己当初出现问题的原因，必

要的时候还要回归课本，澄清一些概念。在保

证充分休息的基础上，抽点时间结合《考试说

明》把高中教材像看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一

遍”。在临考前几天，一般不要再做难题，最好

做一定量的中、低档题，以达到熟练基本方法

和典型问题的目的，也有利于保持清醒的头脑

和良好的解题状态。

另外，自信心和心理素质好是取得成功的

重要条件。一般来说，考试时一定要调整好心

态，不能让试题的难度、分量、熟悉程度影响自

己的情绪，力争让会做的题不扣分，不会做的

题尽量得分；要认真、仔细读题、审题，细心算

题，规范答题；要善于给自己减轻压力。掌握

一定答题技巧也是一门学问，答题顺序、审题

方式、遇到难题时的处理等，都大有讲究，如何

掌握这方面的技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

记忆力、理解力、分析综合力融为一体，对提高

考试成绩将产生直接影响。

1、搞好研究、把握方向

研究以下材料：（1）研究《考试

说明》（2）研究新课标省近三年的高

考真题 （3）研究4月份以后各地市

的教学质量检测试卷 （4）研究课

本上的探究 （5）高校自主招生试题

（重视常考点）

研究交汇点：函数、方程、不等

式的综合；函数数列、不等式的综

合；曲线与方程、函数、不等式的综

合；解析几何、代数、三角的综合；平

面向量、三角的综合；概率与统计的

综合（命题构成与创新的材料来

源）。

关注热点：每年必考的、交汇知

识的重新组合。

挖掘冷点：近三年未考的或多

年偶尔出现的，理解、掌握、运用的

知识。

2.夯实基础、提高能力

（1）选、讲、练。讲结构，解决

检索、使用的问题；讲思路，解决分

析、决策的问题，讲方法：解决思

想、方法的问题；讲规律，解决收

益、体会的问题；知识是学出来的，

是学生自己建构出来的，少讲多

练，少讲精练。

（2）着力运算能力、推理论证能

力、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

3.加强指导，注意疏导

（1）指导学生“查、找、补”。（2）指

导学生回归课本,建构高中知识网

络 。（3）指导学生学会做题:一题多

解、一题多变、多题归一。

4、学会考试

“抓基础，抓重点，抓落实，”

“重组教材，夯实基础，有效训练，及

时反馈。”

（1）强化主干知识，突出新增内

容；

（2）坚持数学应用意识，控制

考察难度；

（3）注意知识的发生过程，重视

自主探究、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4）注重通性通法，淡化特殊技

巧，重视知识的迁移；

（5）低起点、高定位、严要求、循

环渐进：例如对分类讨论的训练；

（6）“单元过关，分层推进，分类

突破”。

赢考建议

学会“一题多解”、“一题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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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2013年的考试说明》与去年相比

变化不大，不论是从题型结构上还是比例分配

上都没有变化，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做了调整，

把一些不太重要的知识点从考纲中删去。

例如在考试知识点范围中，删除“离心现

象”“第二宇宙速度和第三宇宙速度”“导体中

的电场与电流”“光的偏振”等知识点；新增了

“知道研究一般曲线运动的方法”，更体现出

对学生能力的考查；此外将“第一宇宙速度”

“电容器的电压、电荷量和电容的关系”的知

识点要求从级别Ⅰ(了解、认识)升级为级别Ⅱ

(理解与运用)，强调了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和

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考试中

的重要性。

考点梳理 更重视对学生能力的考查

省城名师传授考生“赢考秘笈”

高考前复习千万别“心浮气躁”

数学（理科）：力争让会做的题不扣分 合肥一中 杜明成

物理：多做一些“高考原题”进行训练 合肥八中 吴丽菊

高考一轮复习后，同学们最容易出现的

消极现象就是心浮气躁、自暴自弃，部分物理

基础薄弱的同学，由于在模考中总是考不出

成绩，又感觉高考在一天天临近，自己离目标

实现的难度太大，就有了放弃继续努力的念

头，特别是二模考试采用理综合卷后，由于题

量多时间有限，大部分同学在做理综试卷时

都把物理放到最后，从而导致在有限的时间

里物理的得分更低，愈加打击了同学学好物

理的自信。

同学们在考前的复习过程中一定要尊重

考纲，回归课本，更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万

卷不离其宗，高考试卷更是如此，所以在二轮

复习中，我们更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积

极主动地参照新《考纲》对自己所学的知识点

进行查缺补漏，要把自己的眼光紧盯高考试

卷中80%的基础题型，不仅要踏踏实实走好

每一步，更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

就是胜利！

心态调整 高考前复习千万不要“心浮气躁”

1.多做一些“高考原题”

一轮复习结束后，同学们可先

根据《考纲》要求，利用近三年的高

考试题，认真揣摸知识考点在试题

中的分布频率，找准“核心主干知

识”，制订“重点复习”和“一般复习”

的模块。通过对近五年全国高考物

理卷分析与整理发现，法拉第电磁

感应定律在高考中出现的频率高达

83.3%，洛伦兹力、带电粒子在匀强

磁场中的运动的出现频率达到

71.4%，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的运

动的考试出现频率为42.8%，简谐

运动的图像的考查频率为23.8%，

而像单独对简谐运动定义的考查频

率只有2.4%。

2. 不赞成考生搞“题海战术”

物理概念和规律是建立物理学

的基石，物理概念和规律通常有三种

表达形式，即文字表达、公式表达和

图像表达。考生在平时的解题过程

中，要根据高中物理的几个模块对试

题进行归类，要努力尝试举一反三，

“题海战术”已不再是物理唯一的学

习方法，新课改后更是反对同学们采

用超负荷的“应试教育”，所以高考试

题一直在努力做到“稳中求变”，所以

我们不可能在高考中做到原题，我们

要掌握的是解题的方法与技能，要学

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在二轮复习

中要有意识利用一些“高考原题”进

行引导和训练。

3.在“言必有据”中推理

考生在解题中要注重解题过程和

原理、慎用题目结论和解题经验，多数

物理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一系列的推

理，所以就更要注意解题步骤的严谨

性，不能因为步骤多就乱了思路、逻辑

混乱。我们在复习中应适当的在“高

考多过程题”进行训练，从而培养思维

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做到言必有据、步

骤清楚、思路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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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一些“高考原题”进行训练

应试技巧 答题时应该突出一个“选”字

选择题

由于数学选择题的四个选项中有且仅有

一个是正确的，因而，在解答时应该突出一个

“选”字。

解选择题的常用方法有：直接法、筛选法、

特殊化法、数形结合法、验证法、推理分析法、

估算法、特殊结论联想法、极限法、构造转化

法、类比法、逆向分析法。

填空题

在解填空时要做到：快——运算要快，力戒

小题大做；稳——变形要稳，不可操之过急；全

——答案要全，力避残缺不齐；活——解题要活，

不要生搬硬套；细——审题要细，不能粗心大意。

解答题

解答填空题的基本方法有：直接求解法、数

形结合法、等价转化法、构造法、合情推理法、特

例求解法。

解答题的解题技巧：

①把握“三性” 目的性 、准确性、隐含性；

②实施“四化” 熟悉化、简单化、具体化、

和谐化；

③把握“三转” 语言转换能力、概念转换

能力 、数形转换能力；

④关注“三思” 思路、思想、思辨；

⑤重视“三联” 联系相关知识、联接相似

问题、联想类似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