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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郑州四十七中 章顺芳

很多人觉得语文是一个长期积累的
科目，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较短
时间内，如果方法得当落实到位，仍有较
大的提分空间。

中考语文的第一大题是考查“语言
的积累和运用”，其中包括字词的积累、
文学文化常识的积累、古诗文的积累。
这几个考点看似简单，其实是学生的拉
分点。但是这几块又比较基础，只要肯
下工夫，短时间内就可以迅速提高。

抓字词。中考语文前两题考查的是
字音和字形，为增加考查的覆盖面，常采
用四选一的选择题。在有限的时间里，
可以让孩子准备个字词本，家长可以把

《五年中考三年模拟》或者是《全品总复
习》上的字词清单每天按计划给孩子听
写几十个，错误的用红笔写上正确的，下
次听写的时候再听一遍，直到掌握。此
为第一步。第二步是专门做模拟卷中的
前两道字词选择题，看看准确率，同时对
于没有掌握的或者是压根不会的通过查
字典弄准后积累到字词本上，仍然通过
听写促其掌握。通过反复练习，用心积
累，中考时就能把这4分收入囊中。

抓默写。古诗文名句默写每一年固
定有 8分的分值。我省的古诗文默写考
查范围是“课标”推荐的应背诵的 50篇。
针对这个考点，建议家长让孩子对老师
强调的名句进行整理，然后也是分解到
每天给孩子听写10句到20句。

如果字词的4分、默写的8分能全部
拿到的话，孩子的语文成绩就会提高一
个档次了。另外，在冲刺阶段还有第四
大题古诗文阅读的12分也可以在短时间
内提分。

抓翻译。中考范围内的古文有 16
篇，如果能领着孩子一篇一篇地逐句把
翻译弄会，就可以把重点字和句子翻译
的分拿到。

抓赏析。中考古诗鉴赏的考查范围
是34首诗。每一首考查两个小题。古代
诗歌的赏析需要把握诗中的景、事、情、
典等。赏析角度或赏析点一般比较小，
且有明确的指向，常从主题思想、感情色
彩、表现手法或者重要词句的作用等角
度进行命题。这一段如果能每首通过两
到三道非常重要的题进行针对性的复
习，效果会非常好。

每年的古诗文阅读大概 12分左右，
如果这一段能把这十几分也拿到的话，
学生的语文成绩岂不又上一个台阶？

★4月 20日，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
启动了该校 4月份的“好习惯”课程：垃圾
不落地，文明在手中。 任 琳

★近日，金水区优胜路小学五年级六
班和二班的学生自办的“优胜周报”新鲜
出炉。孩子们手捧着由他们自己设计、编
辑、排版、印制的“优胜周报”请校长评点、
建议。 李 如

★近日，金水区纬一路小学与郑州地
铁公司紫荆山车站联合举办了“地铁知识
进校园，安全文明伴我行”宣讲活动。

武艳玲

★近日，中原区建设路二小开展了文
明、安全进校引领活动。从学生进入校门
的那一刻，就有戴绿色“文明引领”袖标的
队干部引领同学们有序走进校园。牛春霞

★为了加强学校的德育教育，管城回
族区创新街小学大队部联合二七纪念馆
举行“感动中国人物之河南籍人物”事迹
图片展。 李莉娟

★4月 20日，金水区金燕小学开展了
安全教育活动，邀请郑州市消防支队宣讲
团教员为全体师生开展了安全教育知识
讲座。 司新义

距离今年的中招考试

仅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又

到了最后备考冲刺的关键

时刻。挥汗如雨、挑灯夜

读就能达到最高的效率

吗？如何才能在紧张忙碌

的学习中抓住复习的重

点、要点？如何在最后的

时刻做到忙而不乱、紧张

有序？为了帮助考生提高

复习效率，本报特别邀请

了我市部分学科的名师为

大家提供了中招复习冲刺

的攻略，希望能给初三学

子们一点启示。

化学 郑州十四中 张瑞芳

纵观中招考试的命题特点和方向，
编排上题目新颖，图文相配，其坚持原则
在于“稳中求变，变种求新”。其命题特
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注重双基的
考查。主要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考
查。二、严格依据课程标准和化学学科
基本特点，注重试题的开放性。让考生
自己设计实验，不拘泥于教材，让学生运
用所学概念理论自由发挥，培养学生的
自主创新能力。三、加强理论联系实际，
紧密联系科学、技术、社会、环境。近几
年中招命题注重结合生活和工农业生
产，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视角看待问题，让
学生认识到学习化学的价值意义所在。
四、体现科学探究精神，加强对研究性学
习课题的考查。五、体现综合应用能
力。联系学科间知识，能运用所学知识
综合推断，体现新课改的理念。六、关注
学生的情感态度。

根据新课程理念以及近几年中招试
题的命题特点，主要注重学生能力的考
查。考查学生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针对中招考试的命题特
点和方向，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复习策
略。

第一轮以基础知识为主，复习全书
知识要点，构建知识框架，形成知识主
线。第一轮复习重在夯实基础，为第二
轮复习的提升打下基础。化学学习中，
方程式是全书的重点，所以在第一轮复
习中，方程式的理解记忆巩固是非常重
要的。可以采取一对一默写，改正，记
忆，再默写方式。

第二轮复习则是以知识板块复习
为基础，主要采取以点代面的复习方
法。这部分板块学习主要以典型例题
为点，联系相关知识，形成知识板块，
如物质分类、物质鉴别等，最后，再联
系中招试题，检验复习效果。在复习中
要善于总结，可以准备一个专门的错题
本，将某类自己易错的知识板块相关习
题总结，多复习。在这轮复习中的选题
要重视情景创设，在联系实际的应用中
激发学生兴趣。重视综合性问题的设
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激活学生思
维。

第三轮复习的时间相对较短，主要
就是定时定量地做套题。在三轮复习
中，要对时间综合掌握，合理分配时间，
先易后难。培养综合套题的做题能力，
为中招考试打下基础。

物理 郑州十九中 陈光

新课标实施后，初中物理学习更注
重学生的发展：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
走向社会；注重科学探究，提倡学习方式
的多样化；注重学科渗透，关心科技发
展。因此在复习时要整体把握好几点：

重视教材。新教材中增加了很多小
栏目，如小资料、想想议议等，这些栏目
有的是告诉我们知识与技能，有情感体
验、科学史教育和联系生活。

关注社会生活。物理知识都是来源
于生活，最终又要为生活生产服务。所
以物理复习中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实验探究。教材中几乎所有的
规律和一些概念都是通过探究的形式出
现的。科学探究分为七个要素：提出问
题，猜想和假设，制订计划和设计实验，
进行实验和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
估，交流与合作。在复习每个探究实验
时，就按这七个要素去进行，其中，评估
就是讨论实验的可行性、误差和错误等；
交流与合作是写出探究报告，改进探究
方案等。

注意物理实验探究中的实验手段和
思维方法的提炼与总结。复习要有一定
的计划，原则上学生的复习计划与老师
的教学计划合拍最为合理。目前，老师
教学复习计划都是按照三轮递进复习。

第一轮进行章节式复习。要注意补
充一些生活常识，如一些常见的温度、长
度、时间、质量、速度、电压、功率值、安全
用电常识等；应用知识解决简单的问题，
此过程中注重整理、归纳等复习方法。

第二轮进行板块式复习和针对性专
题复习，要注意对易错点、易混点的总
结，提高综合分析运用的能力。有很多
情景事例可能涉及多个物理知识，例如
游泳就有浮力、蒸发、折射等问题，这个
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找出解决问题的
思路和技巧，将知识转化成能力。

第三轮进行综合复习，主要是以模
拟测试为主。本轮复习要注意：解题格
式要规范、语言表达要准确；简答题要简
明扼要，加以简洁的解释、举例；注意训
练综合题的分析方法和解题技巧，关注
社会热点。

三轮复习过程中，可以建立错题
本。很多同学用不好错题本是因为觉得
错题本要把错题抄上去很耽误时间，其
实错题本最重要的功能是“保留原始的
错误”，因此，最好是直接把错题用剪子
剪下来，直接粘在错题本上。

英语 郑州十六中 颜晓红

很多考生在英语复习阶段缺乏对
教材的系统复习以及对基础知识、语法
项目等进行小结整理，盲目搞“题海战
术”，耗费了大量时间却收效甚微。建
议考生加强英语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
累。

同时，多听英美人士朗读的录音材
料，在考前一个月多听模拟听力试题，仔
细研究今年的听力题型，熟悉中考听力
题的语音、语调、语速。在听的过程中做
到一看、二听、三做、四查。听前要浏览
听力试题，做到心中有数，听时要沉着、
冷静，要精力集中、精神放松。学会抓住
材料大意、侧重关键词，通篇考虑、合理
推断。

夯实基础。复习过程是掌握知识的
高级阶段，复习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基础
知识的掌握程度的高低。因此，在复习
中，同学们应按正常进度步步为营，打好
基础。对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方法
要全部理解和掌握，绝不能一知半解。

自学归纳。复习中，要按教材分单
元看书研究，系统复习，并归纳整理，做
好笔记。

归纳的内容一般包括：本单元学过
哪些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等，写成提纲或
画出图表；本单元知识的重点、难点、疑
点、注意点、考点和热点；本单元还有哪
些知识没有掌握或掌握得不牢。

查漏补缺。在自己归纳的基础上，
再和老师全面系统的总结进行对照。查
出漏缺，分析原因，从而完善自己的归
纳，进一步加强对知识的理解，透彻理解
和掌握好全部基础知识。

通过自学归纳和查漏补缺，主要是
把以前所学的分散的、个别的、孤立的知
识联系起来，变成系统的知识，从而对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产生质的飞跃。

揣摩例题。课本上和老师讲解的例
题，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
性。要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对照样板，
学会通过逻辑思维，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特别是要学习
分析问题的思路、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能
总结出解题的规律。这样，才能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

精练习题。复习时不要搞题海战
术，应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定一本质量较
高的参考书，通过解题来提高思维能力
和解题技巧，加深对所学知识的深入理
解。

数学 郑州一中 张红建

研究河南中招数学，有的放矢。河
南中考数学在新课改以来的历年试题
中，更加重视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
本思想方法、基本活动经验的考查，同
时，试卷总体上稳中有变。在考点上呈
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选择题主要考查实数的相关概念、
科学记数法，视图、图形的对称或旋转性
质等，试题比较容易。

填空题的考点主要涉及：实数的基
本概念或运算、圆的基本性质的计算、平
行线与相交线、概率、直角三角形的相关
计算、函数的基本性质、图形变换。

解答题分值较重，考点分布：分式的
化简运算求值、全等三角形证明、一次函
数与反比例函数综合、函数或方程模型
的实际应用、统计与概率的计算、动态四
边形、操作发现与探究类、实际生活中的
三角函数。压轴题则是二次函数与动态
几何的综合等。

注重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注重数
学思想方法训练。

1.以教材为蓝本，重视双基训练，构
建知识网络。具体复习时可以围绕《说
明与检测》展开，对照考点有针对性地复
习。要掌握典型的例题、习题，掌握解题
方法，对例题、习题能举一反三，达到触
类旁通。

2.加强数学思想和方法的训练。数
学思想方法是数学教学中的灵魂，是数
学解题教学的关键。如用待定系数法求
函数解析式是中考中的热点，是必考内
容之一；分类讨论思想、数形结合思想、
方程和函数思想等是解决中考综合题的
主要手段。

熟悉数学模板解题、识别几何基本
图形。

1.重视几何基本图形：如六种基本
相似图形；旋转型的全等或相似等。

2.数学模板：一线三等角的相似图
形；抛物线中弓形三角形作铅垂线求面
积公式等。

3.典型考题解题策略化：如求线段
（和或差）的最值问题，在选择、填空、解
答题均经常考查。

模拟强化训练，增强应考能力。这
一阶段的重点放在自身综合解题能力和
解题策略上，在练习中要不断进行知识
的查漏补缺，掌握答题技巧。调整心态，
沉稳答题，戒骄戒躁，不言放弃，学会积
极地自我暗示，有效地进行自我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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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郑州十八
中飞行班的学生到河南大
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
训练基地参加实践活动。

魏瑞娟 摄

→近日，管城回族区
东三马路小学举行了“尚
德、尚情、尚艺”第三届校
园读书节活动。朱贵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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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招复习中招复习冲刺全攻略冲刺全攻略
本报记者 李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