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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招教师：郑州五中 韩丽
考前寄语：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如

今，战斗的冲锋号角即将吹响，大家带着信心、
细心、耐心，抖擞精神，全力以赴吧！

后期复习绝不是简单重复的过程。我们要
找好提分的最佳“支点”、把握好知识的“重点”、
突破知识的“难点”，使复习备考不留任何盲点。

回归课本 吃透基础知识

中招考试历史是开卷，所以，历史课本必
须吃透，无论是课本上的主体知识，还是图片、
小字，包括课后自由阅读卡上的内容，这是最
低的标准。关注《河南省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说明与检测（2017）》新增加的内容或说法有
变的内容，加强基础知识的记忆与理解。

中招历史考试的时间是五十分钟，里面所
涉及的知识点有二百个左右。如果每一个知识
点都去翻课本的话，以找到一个知识点花费二
十秒为基本时间，把全部的知识点找一遍的时
间大概要将近七十分钟，这还不包括分析、总
结、答题的时间，这种考试方法的后果是惨痛
的。学生只有把课本中一些重要的基本知识背
会了，才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分析试卷、全
面总结、认真纠错上。在时间充裕基础之上的
考试方法是可取的，前提就是对课本知识点的
熟练掌握。

把握主干构建知识网络

平时学习的历史，可能是比较零碎的知
识，但是复习阶段，尤其是临考前这一个月，必
须要形成一个知识网。开卷考试主要考察学
生理解知识、整合知识（信息）的能力。因此，

要重视课本的目录。比如，为什么这几个知识
点放在同一课，为什么这几课的内容放在同一
个单元？学生要尽量找出历史知识之间的内
在联系，最终把课本“由厚变薄”，形成自己简
洁有效的知识体系。例如，对于每课所讲述的
历史事件，可以从背景、原因、经过、结果、影响
等方面进行整合，还可以从时政热点出发来整
合知识，如对于中日关系，可以对其从古到今
的关系系统总结，即唐朝鉴真东渡、日本大化
改新、近代甲午中日战争、抗日战争，1972 年
中日建交，当前日本国内的右翼思潮、钓鱼岛
之争。复习中，学生要活化课本知识，善于以
时间为经、纵向联系，以地点为纬、横向联系，
构建立体的、多方面的知识网络。学生还可以
把课本的目录背下来，在考试中就可快速判断
这是哪本书里的哪一块知识，即使到时候自己
不会写，也能很快翻书找到。

精选精练 用好辅考资料

习题训练中，要学会读题、审题，抓住关键

词，根据题干信息把题读清楚并与课本建立起

联系，从出题人的意图角度去规范答题。做题

时尽量不看书，针对不会的题翻书查找。把经

常遇到的易错题、不理解的问题记录下来，随时

翻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巩固知识。重视

老师的讲解，不断总结。

此外，切记辅考资料宜精不宜多。除了初

中三年的历史教材、第二轮复习时上课用的资

料，不建议在临考前去买一本不熟悉的辅考资

料。在开卷考试时，最好能闭卷答题。不要频

繁翻书，应摆脱对辅考资料的依赖性。要把题

读明白、弄清楚后再去翻阅资料，避免因翻书误

导答题方向。

名师支招名师支招 加分中考加分中考（（二二））
本报记者 苏立萌

2017中招直通车

支招教师：郑州七十三中 陈琥
考前寄语：在学习过程中无论遇到多大的

困难和挫折，都要做到每天进步一点点，向更好
的明天前行。

虽说短期冲刺不如长期积累有效，但所谓“临
阵磨枪，不快也光”，不同分数段的同学只要复习
策略运用得当，物理学科依然可以提分不少。

巩固基本知识点

近期适应性考试分数在 42分左右的同学，
建议再次巩固基本知识点。所谓基本知识点就
是课本每章节最后的“学到了什么”，每章节的
常规题都是瞄准这些核心知识的，所以，概念和
公式一定要记牢；典型辨析类选择题要多练习，
保证卷子上低难度的题目能切实拿到分；实验
题要回顾理化生实验考试各个实验的操作过
程，对课本上每个实验的常见考点加以总结；电
学实验必须掌握电路图的分析方法、电学元件
的实物连接、电路常见故障分析；课本上典型小
实验对照的实验结论和科学家也要牢记。综合
题在读题后能理清已知哪些物理量、每步要求
得的物理量，进而推知并准确书写适用的公式。

补强薄弱环节

适应性考试分数在 50分左右的同学，建议
先寻找知识体系上的薄弱环节。可以把近年来
的中招试卷做一下，找到多次扣分、知识点，然
后和老师交流，寻找迅速填补知识漏洞的方
法。屡次做错的知识点对应着你某个错误的

“原认知”，彻底击碎这个错误的“原认知”需要
老师的帮助。如果是题型薄弱，只需做针对练
习即可。

解析失分原因

近期适应性考试分数在 60分左右的同学，
建议先找到没考到65分的原因。有不少学生在
作图题和实验题中因为没有认真读题而失分。
在考试中如何避免再次出现此类失分？强化读
题标注关键字；找到出题人瞄准的知识点再解
题；开放性题目注意一定要用物理语言描述。
同时，还要认真计算，注意单位间的换算，规范
科学计数法的书写，指数运算不出错也能提高
一些分数。

提升知识深度

考试分数在 65分以上的同学，建议适当降
低刷题的数量，提高点质量。物理是与实际生
活密切联系的一门学科，实际生活中常用的小
工具都可能出现在卷子上，比如这次考试作图
题的“扳手”。初中物理毕竟是为高中物理铺路
的，有些拔高题其实就是高中的教学内容，还有
近期发生的大的科技事件等，都可以提升你知
识的广度。

理科的学习离不开梳理和总结，温故可以
知新，是时候重新回归课本一图一题的品味，去
思考章节间的相互印证；去总结常见的力学模
型：摆、斜面、弹簧振子等。这些可以提升你知识
的深度。满分的同学，则要再接再厉，突破平时
的重点、难点知识，让自己能够再次提升。

支招教师：郑州四十七中 申进宾
考前寄语：现在你们所处的位置比任何时

候都接近你们的梦想，在这紧要关头，希望你们
“撸起袖子加油干!”为梦想奋力拼搏。

学无定法，贵在得法。考生应根据自己学
习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合自己的复习方法和学
习方法，少走弯路，提高复习效率。只要思想重
视、方向明确、方法得当，就会事半功倍，取得理
想的学习效果。

把握热点巧联系

反映、体现重大时政和社会热点、焦点的问
题是政治命题的一贯原则，这也是落实理论联
系实际，体现试题时代性、教育性的要求。近几
年中考试题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非选择
题全部取材于时政热点。因此，复习中，不能

“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尽量做到“家事、国事、天
下事，事事关心”。

考生要了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定期
归纳重大时政，抓住重大热点问题，将其与教材
知识和理论联系起来，找出热点与教材的结合
点、联系点，形成专题。具体做法是：在复习时，
用教材知识去分析、解读时政热点，使教材知识
活起来；在学习时政热点时，要分析其体现或包
含的教材观点和原理，将时政热点落实到教材
中。专题性复习既能系统归纳教材知识，加深
理解，巩固所学知识，又能提高运用知识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举一反三善总结

在复习过程中，一方面要立足教材，夯实基
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适当做一些训练题，两者
结合才能取得好的复习效果。

不论是学习基础知识，还是做练习，都不能

机械死板，要能举一反三，做到学“活”、练
“活”。学“活”，就是要善于对教材内容进行分
析总结，找出教材主干知识，抓住有运用价值，
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内容作为复习的重点。
如科技、人才、教育、环境、未成年人保护、公民
权利与义务、基本路线、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等。练“活”，就是面对大量的练
习题、模拟题和各种复习资料，要善于选择，定
期从内容与题型两方面归纳总结。从内容上分
类，就是把相同或相近内容的题放在一起比较，
总结答题角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点、涉及的内
容范围等；从题型上分类，就是对同一题型进行
比较研究，找出共同点，总结答题的规律。

加强训练学方法

通过对学生试卷的分析，发现许多同学丢

分，不是因为基础知识没有掌握好，而是没有正

确把握答题的方法和技巧，突出表现为：审题能

力差，答非所问；表达能力差，答案言不及义，不

能正确使用政治概念恰当表述；考虑问题不全

面，答案不完整；归纳、概括能力差，答案照抄照

搬教材。

对此，在训练时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1. 仔

细阅读材料，提取关键词和有效信息，找准答题

角度。2. 注意把握解题思路，对于同一材料、同

一知识点要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思考。除了

试题本身的设问角度外，还可以尝试从其他角

度设问，并自己回答。3. 对重点题和典型题进

行练后评析，分析失误之处，进行纠错，完善答

案。4. 对往年中考试题进行分析也是必要的，

自己先试着作答，然后对照原答案调整自己的

思路，从中得到启发。此外，在做题时要敢于发

挥和创新，不满足现成的“标准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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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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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招教师：郑州马寨一中 刘慧贞
考前寄语：理想学校就在不远的前方，先不

要想一切可能的结果，此刻全面复习，考试认真
答题，答出你真正的水平，向心中的目标冲刺。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中
考而言，这里的“彼”即指“考试内容”。所以要
对照考纲，对已复习过的知识点全面铺开，查漏
补缺，重点解决失分问题，做到脚踏实地、心中
有数。

关注考纲重点逐个提升

在考试前，大家要明白九年级化学中招试
卷的命题思想：依据《课程标准》，立足核心知
识；突出学科素养，关注知识整合。《河南省初中
毕业生学业考试说明与检测（2017）》（以下简
称《说明与检测》）一书中的“考试范围与要求”
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是中招化学考试命题
的具体依据，大家要关注今年与 2016 年的变
化，确定复习的范围。此外，“七套综合试题”在
题型、题量、分值、难度、考试时间等方面，都与
中招思想一致，能达到仿真训练的目的，参考答
案的规范性也能为考生的答题技巧与标准提供
导向，建议大家关注“题型示例与解析”更换的
题目，确定复习的针对性，从而避免加重学习负
担和浪费时间。具体应该如何做呢？不如根据
以下几项内容进行复习：

一是专题复习。将《说明与检测》上的“题
型示例与解析”内容进行分类讲解，逐一击破各
个考点，配以专题复习，提高应试水平。需要重
点归纳以下专题的解题技巧：教材 10个基础实
验；金属与混合盐溶液反应后滤液和滤渣成分
的探究；溶解度及其曲线；氢氧化钠变质的探
究；粗盐中可溶性杂质的去除；坐标曲线题；微
观反应示意图；质量守恒定律的定量计算；物质
的转换与推断。

二是全真模拟训练：以《说明与检测》上的
套卷为主进行测试，做到考前仿真训练。每做

一套卷，认真分析得失，发现复习中遗漏的问
题，及时完善复习的全面性。

三是中招真题训练。做并分析近 3年的中

招试题及当年的省竞赛试题（每年竞赛试题有5

分中招试题的原型），揣摩命题者提供的含义，

训练解读信息、迁移知识的能力。而试题所考

查的知识点在一定程度上能检测知识的掌握情

况，为更好地备战当年中招做足准备。

四是回归课本，夯实基础，查漏补缺。加强

概念的掌握和落实，化学用语的规范书写和落

实；重视课本每一个实验，多方面“拆解”“变

形”；重点把握《说明与检测》中要求的实验。将

课本知识过实过细。认真分析中招真题和仿真

试题，反思每道题考查的知识点，把握全局。落

实中考常考的知识点，全面掌握。规范答题语

言和格式，尽量不失分。

查找知识欠缺 及时突破

在复习过程中，我们要认清自己对知识的

掌握和答题的技巧在哪方面还有欠缺。5月份

的“初中毕业年级适应性测试”，体现了 2017年

中招化学试题的最新变化（选择题 14分、14题，

简答题 10分，总题量由 23道变为 25道），也是

对前面学习的全面检测。认真分析自己的答

题、得分情况，不难发现自己对化学知识的掌握

情况以及后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因此，大

家要先明确“初中毕业年级适应性测试”的答题

情况，明确复习的重点。比如常见的问题：对基

本概念的理解不准确或不全面，化学用语书写

的规范性待提高；文字简答题语言不够准确、全

面，缺乏针对性；计算能力欠缺，未掌握计算题

的解答模式；典型专题，如氢氧化钠的变质问

题、金属活动性顺序问题、推断题、溶解度问题、

图像题急需落实。

针对以上几个问题，在复习时，应加强概念

的掌握和落实，做到颗粒归仓；做好专题突破，复

习有质量；规范答题模式，做到答题有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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