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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的铃声即将敲响。在

仅剩的日子里，考生应该如何

科学备考，踢好临门一脚呢？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陕

西省教学能手、宝鸡一中英语

教师王千玲。

王千玲送给考生的第一个

建议是实战模拟，强化能力。她

解释说，在仅剩的时间里，考生

可以通过模拟真实中考情景的

方式，提升考试的应试心理和答

题技巧。例如，英语考试时间是

上午 8：30-10 ：30，考生可以

在同时段做套题。刷套题的过程

中，考生可以假想自己当时就是

在中考，磨炼直面中考的良好心

态。同时，考生一定要严格限制

时间，在规定时间内答题，提升

自己的做题效率。此外，考生在

刷套题的过程中，要通过题目查

缺补漏，并强化巩固语言知识和

语言技能，强化应试能力。

王千玲送给考生的第二个

建议是规范答题，培养好习惯。

王千玲说，不少考生失分的原因

不是知识掌握得不到位，而是答

题不规范。为此，她建议考生拿

到题目之后一定要仔细审题，清

楚题目的要求和任务，防止因答

非所问而失分。同时，王千玲建

议考生学会规划答题时间，即考

生根据自己的学情，规划各类题

型的答题时间，防止在某个题目

上浪费太多时间，而后面的题目

因没有时间完成而失分。此外，

王千玲建议考生按照先易后难

的顺序答题，即先做自己认为最

简单、最拿手的题目，最后再做

难题和自己吃不准的题目。

王千玲送给考生的第三个

建议是整理错题，提升能力。王

千玲提醒考生，错题是冲刺复习

阶段提分的秘密武器，一定要用

好这块宝。例如，在后期复习的

过程中，考生可以通过错题，直

观、快速地锁定自己的知识薄弱

点。同时，王千玲提醒考生不仅

要清楚自己的薄弱点，还要反

思、总结归纳自己做错的原因。

对于粗心大意做错的，提醒自己

认真细致；对于有知识盲区的

错题，考生可以及时回归课本，

查缺补漏，夯实基础知识；对于

自己研究了也解决不了的，考生

可以通过请教老师和同学的方

式，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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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考是“双减”政策实施

以来的首次中考，本周末，考生即

将迈入考场，考前应该注意哪些问

题？如何更好地提高复习备考效

率？近日，本报诚邀我市中学高级

教师、省市级教学能手、具有多年初

三把关经验的专家型教师，分科目

为考生准备了“备考秘籍”，希望能

为广大考生的冲刺复习带来帮助。

中考加油站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唐晓妮采写）

数学  夯实基础  理性刷题

英语  实战模拟  规范答题

历史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化学  调整心态  轻装上阵

任晓红

王千玲

在剩余的时间里，考生应该

将主要精力放在哪里？中学

高级教

师、宝鸡

市新福园

中学历史教

师李敏的建议是

静心聚力，做好

三项工作。

李敏所说的

第一项工作是研

究中考命题，把握复习方向。李

敏建议考生首先研究中考试题

的出题模式，知道出题形式。其

次，考生应该深入研究历年中考

真题，熟悉命题人的出题思路，

研究各类题型的创新点，了解中

考命题的深度与广度，思考参考

答案与试题背景材料和考试要

求之间的关系，找出命题人构思

答案的思路和方法。再次，考生

要在研究套题的基础上，纵向研

究、归纳同类题的共同点和创新

点，提升自己的做题实力。

李敏所说的第二项工作是

明晰自身现状，发挥主体作用。

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才能百

战不殆。考生在清楚了考什么

之后，还要分析自己的学情，明

了自己的优劣势。对于自己的优

势，考生要及时复习、总结，让自

己的优势更优。对于自己的劣

势，也就是薄弱点，考生一定要

回归课本，复习课本内容、课后

习题以及历史地图册和填充图

册等，掌握基础知识和主干知

识，弥补短板。对于自己回归课

本后依旧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定

要及时请教老师、同学，彻底消

除自己的知识盲区。

李敏所说的第三项工作是探

寻备考策略，提高复习效率。李敏

提醒考生，在探寻策略和技巧之

前，一定要全面、系统、扎实地复

习基础知识，如重点词、句子、历

史人物、历史事件、专用名词的表

达和准确书写。在夯实了基础之

后，考生可以归纳不同题型的解

题方法和技巧。例如，选择题的作

答技巧一般是，题干先看最后一

句，明晰指向性要求；最常用的方

法是排除法；最重要的审题因素

是时空。材料解析类题目大致分

为原因背景类、归纳概括类、特点

类等。其中，原因背景类的作答思

路是定角度、找时间、列事件。归

纳概括类的思路是注重现代文缩

写；关注关联词、转折词；关注分

号、句号、双引号、省略号等。特点

类思路是同类事件找个性、不同

事件找共性、发展过程找变化。

化学是让学生“悲”“喜”交

加的一门学科。“喜”的是化学实

验紧贴实际生活，好玩、有趣；

“悲”的是知识点庞杂，学习起来

并非易事。那么，在中考冲刺之

际，考生应该如何科学备考呢？

“调整心态，轻装上阵”，宝鸡

高新一中化学学科组组长邵亚鸽

解释说，中考冲刺期其实也是各

类考生提分的好时机。那么，考生

如何利用这个时机提分呢？邵亚

鸽认为，首先考生要理性看待自

己忽上忽下的成绩，理性看待周

遭的不开心小事，防止情绪大起

大落，进而影响自己备考。其次，

考生可以每天给自己一定的心理

暗示，给自己加油打气，并要坚信

自己已经刷了大量的习题，已经

掌握了各类习题的做题规律，完

全可以应对中考了。再次，考生可

以通过做家务、听音乐等方式调

整心态，让自己轻装上阵。

回归课本，夯实基础。邵亚鸽

解释说，在化学备考过程中，不少

考生容易出现重视实验和刷题、

轻视课本等问题。殊不知，课本是

所有考生复习备考的重要依据。

因此，考生要想赢得中考，必须重

视课本。不过，重视课本不是整天

把课本捧在手心、挂在嘴边，而

是“钻”进课本里。那么，考生如何

“钻”进课本呢？邵亚鸽解释说，

考生可以通过细心梳理课本知识

体系的方式，查漏补缺，消灭知识

盲区。考生也可以通过重做课本

习题，研究课本中注释、图例、小

实验步骤等“边角料”知识，夯实

知识基础。

适量刷题，保持状态，也是

邵亚鸽的建议。考试临近，不少

考生忙着回归基础知识，忽视了

刷题。邵亚鸽认为这种备考方式

不可取。她解释说，长时间不做

题，考生容易丢失做题手感，具

体表现就是计算缓慢、知识点遗

忘等。为此，她建议考生保持五

天一套题的节奏，保持自己做题

手感或者说最佳状态。同时，考

生可以重做曾经做过的错题，查

漏补缺，弥补知识盲区，熟练解

题技巧，防止考场上再犯同样的

错误。

李敏

邵亚鸽

中考数学试卷的特征是时

间紧、任务重，数学也是不少考

生头疼的科目。那么，如何在仅

剩的几天里科学备考，突破这个

“拦路虎”呢？省级学科带头人、

省级教学能手、店子街中学数学

教师任晓红建议考生夯实基础，

理性刷题。

夯实基础就是回归基础。任

晓红解释说，中考试卷简单题的

分值占 70%，中等题的分值占

20%，也就是说考生只要掌握数

学基础知识，就可以拿到非常不

错的成绩。为此，任晓红建议考

生在最后的“黄金”冲刺期里，放

下偏题、难题、怪题，回归基础知

识。任晓红解释说，回归基础知

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

回归课本，认真研究课本上的

基础知识、经典例题等，及时查

漏补缺 ；另一个方面是研究历

届中考真题和初三的几次重要

模拟考试题，特别是其中的基

础题目，总结出错的原因，归纳

各类基础题型的答题规律，夯实

基础。

理性刷题也是任晓红的建

议。她说，每年总有一些考生喜

欢在冲刺阶段盲目刷题，但结

果是题刷了不少，考试成绩并

不佳。这就提醒今年的考生在冲

刺期内一定要理性刷题。如何理

性刷题呢？任晓红的建议是在

刷题中处理好快与慢、会做与得

分、难与易等关系。其中，快与慢

指的是审题与做题的关系，即审

题要慢，计算、解题等答题步骤

要快。会做与得分指的是考生知

识储备与得分的关系，即考生在

考试中要力争做到会做的题目

拿到满分，不会的题目多拿分，

避免因审题不清、计算马虎等原

因而失分。难与易指的是试题难

度与先后顺序的关系，即考生在

考场要学会先做自己认为简单、

好做，且把握大的题目，再做难

做、把握性不大的题目；考生在

考场还要学会放弃，即遇到较难

的题目学会跳过，不要过多浪费

时间，为后面简单、好做、自己把

握比较大的题目留足时间，力争

拿到自己可以拿到的最好成绩。

此外，任晓红建议，考生在

最后的备考阶段要养成良好的

答题习惯，规范答题，避免因答

题步骤不规范、作答术语不专业

等问题而失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