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这几天高考二模测
试的陆续开始，考生复习上
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
来，需要及时调整。记者就
此电话采访了“国家基础教
育科研成果一等奖获得者”
贾智会教授，来畅谈本期话
题。

贾教授表示，高考二模
后，有两个复习策略需要及
时调整。

调整一：

回归《考试说明》和课本

许多考生复习中不重视
《考试说明》和课本，得到一
本所谓“真题”或“母题”，就
如获至宝。贾教授提醒考生，
这是在犯“本末倒置”的错
误，需要及时调整。
“教材是命题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泉”。《考试说
明》更是复习的唯一依据，也
是命题的唯一依据，一定要
认真地研读。

调整二：

重新分配各科复习时间

进入高考复习攻坚阶
段，考生在复习时间的分配
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偏科”
现象，例如语文。语文虽然号
称三大主科之一，但在高考
复习当中，它的地位却有些

尴尬。学生从功利角度出发，
对见效慢、易反复的语文，普
遍不愿意投入过多时间和精
力。结果许多学生的语文成
绩是考一次，差一次。如何扭
转这种情况，贾教授给记者
举了一个例子。

个案分析：理科生王晓
(化名)，上次语文测试：下降
12分，“现代文阅读”失分较
多。

类似王晓同学的这种情
况，贾教授建议：首先调整各
科复习时间分配，防止语文
成绩进一步下滑；其次是请
老师分析一下试卷，看看哪
些部分还可以得到分数，定
制提分方案。最后是针对“现
代文阅读”开展“专题训练”，
从“解题规范”、“中心思想提
炼”两个方面着重进行训练。

离高考仅剩40多天，但
仍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却发
现，无论怎样努力，成绩都停
滞不前。对此，学大教育专家
贾智会指出：学生出现这种
状况，是因为他们在付出努
力后得不到回报，而由此陷
入成绩提升的“瓶颈期”。其
实，只要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避开三大误区，大考前还有
提升空间。

误区一：以强补弱

“很多考生在复习时总
是尽量回避弱科，想用强科
把弱科的分数补回来，这是

一种很危险的战略。”贾智会
举例说，某考生数学能考120
分，英语只考80分，对于数学
来说，即使再下工夫，距离满
分也只有30分的提升空间，
而拿下押轴题难度相当大。
而英语只要多花些力气做到
基础题少丢分，再提高20至
30分仍有很大可能性。对此，
学大会根据每位学员的学科
状况针对性地制定“中高考
定向提分方案”，确保考生强
科更强，弱科变强！

误区二：陷入题海

有的考生，总是把做题
视为备考的第一要诀，整天
沉迷于题海战术不能自拔。
对此，贾智会教授表示，目前
考生需要做的是学会看书，

掌握一套科学的思维方式和
基本套路。练习要追求做题
的质量，而不仅是数量。反思
一下“为什么做对了，为什么
做错了”，这比大量重复做题
要有用得多。在做题时要遵
从三个原则：一是做一道，吸
收一道；二是不做偏题、难
题、怪题；三是不因题海战术
影响作息，以免患上“考前疲
劳综合征”。

误区三：乱买资料

贾智会教授特别提醒，
“二模”刚刚结束，家长切勿
病急乱投医，事实上过多过
杂的参考资料于孩子不仅无
益而且有害。在备考阶段，
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有三：一
是《考试说明》，里面的每

个知识点、参考样题都必须
落实到位；二是课本教材，
考生要通过目录把知识脉络
理清，在头脑中构建完整的
知识结构；三是高考真题，
用以增强题感和解题能力。

贾教授表示，目前这个
阶段，考生如果能请老师为
自己量身定制“学科提升”
方案，会有非常不错的效
果。

记者就此采访了学大教
育山师校区的唐校长，作为
拥有九年个性化教辅经验的
教育机构，学大教育对于学
生二模后，请老师“量身定
制学科提升方案”有什么看
法呢？

唐校长告诉记者，请老
师“量身定制学科提分方案”
确实能起到一定效果，并且
给记者举了一个学生案例。

现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
的梁萍(化名)是学大教育曾
经辅导过的学生。当初读理

科的她，高三上半学期结束
时，各科成绩很不理想，语
文只有80分左右，生物成绩
则在30分左右，在班主任眼
中是典型的“差生”。焦急
的家长找到了学大教育，经
过一段时间的“个性化定向
提升”辅导，梁萍最后以
527分的总分被北京工业大
学录取，其中，语文在最后
的高考中取得了114分的理
想成绩。

目前，学大教育面向济
南的中高考学生，推出了
“薄弱学科个性化专项辅
导”课程，一个孩子量身定
制一套提分方案，一个孩子
独享一个教学团队。并联合
《中国教师报》、新浪教育
频道共同编纂了考生系列丛
书——— 《赢在中/高考》，
向初、高三学生免费赠阅。
并由专业咨询师进行现场讲
解，解析考纲考点，帮助考
生打破高考“坚冰”！

“二模”考试遇瓶颈 考生如何“破冰”

高考二模后 考生需调整复习策略
本期邀请嘉宾：贾智会教授(国家基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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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备战从“软肋”抓起
近日，由学大教育承办的

“中(高)考黄金时段冲刺策略
和提分技巧”大型公益专家报
告会，在山东航空大厦会议中
心成功举行， 500 多名学生和
家长到会聆听。家长魏女士
说：“这次讲座从北京请来的
专家，的确让我们受益匪
浅。”据了解，闫浩东教授有
多年的教育经验，是教育部直
属《中国教师报》教育专家委
员会特邀中、高考应试指导专
家。经过多年对高考生的研
究，他总结考生在备考阶段普
遍存在的五大软肋。

忽视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是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工具和依据。考前最好把

课本认真地阅读 2 ～ 3 遍，不
放过每一个细节，包括注释、标
记。文科的同学要注意书上的
表述，准确记忆，尽量应用书上
的原话。对于理科，要熟悉书中
的概念和公式推导，真正做到
准确无误。

忽视中低档试题

高考试题分为易中难三个
档，《考试说明》对于高考试题
易中难的比例定性地表述为
“以中等试题为主”，过去
《考试说明》表述易中难试题
比例为 2 ∶ 6 ∶ 2 或 3 ∶ 5 ∶
2 。总分 750 分，中低档试题
占 600 分左右。对于优秀考生
这 600 分是走向高分的台阶；
而对一般考生而言，抓住了这

600 分就抓住了胜利。闫浩东
教授提醒，高考复习绝对不是
越难越好。

忽视两本书

教科书是高考命题的惟一
依托，《考试说明》是高考命
题的惟一依据。高考复习一定
要一手抓《考试说明》，一手
抓教科书，两手都要抓，两手
都要硬。一定要重视教科书，
否则只以为复习就是不断做
题，其结果注定吃亏。

忽视审题

答题第一步就是审题，所
以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审题包
括两方面：一是看，二是想。看

清楚题意，找到题眼；想一想这
道题在问什么？考什么？如不能
做到认真审题，则会一招失误，
满盘皆输。审题与心理紧张有
关，因此审题过程一定要克服
紧张情绪。

忽视动笔

回答高考试题时一定要注
意四个方面：学科语言、学科术
语、语言的层次性、语言的逻辑
性。许多考生懒于动笔，一定吃
大亏。闫浩东教授举了一条规
律：听明白了、懂了、会了、会
做，可一动笔做就错了。他说，
考生高考复习最易断裂的链条
就是动笔，一写就错。因此在
高考复习中，动笔是十分重要
的一环。自然学科要动笔练，

人文学科更要勤于动笔。
据介绍，学大教育在讲座

后将开设“个性化中高专家考
一对一学习义诊”活动，除分
析考生的薄弱点外，还将在学
习方法、学习习惯以及学习心
态上给与指导，并为考生制定
复习计划，制定备考战略。家
长课堂主题沙龙，计划于每周
六上午 9 时，在杆石桥或山师
校区举行，主讲老师为国家心
理咨询师王志英老师。王老师
将用真实的案列为广大家长提
供帮助，并进行现场答疑。据
介绍，考生的考前焦虑和学习
效率呈倒 U 形关系，中度的
考前焦虑有利于考生的备考，
但是重度考前焦虑的考生会导
致中高考发挥失常，一定要进
行考前心理干预。

中国书画等级考试

考点授牌仪式近日举行

近日，山东银座·英
才幼儿园(集团)举行了隆
重的中国书画等级考试考
点授牌仪式，众多业内专
家和幼教人士出席了此次
授牌仪式。据介绍，这一
活动的开展将对幼儿的右
脑开发产生积极影响，同
时也为推动儿童艺术教育
搭建一个更为广阔的平
台。仪式现场分为展示区
和现场绘画区，展出、创
作的作品皆为孩子们用手
中的画笔创作的大量环保
绘画作品。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最近一项关于
《中学生性别角色观念及其社会化机制的调查研
究》，揭示了一个中学生心目中的“性别世
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角色认同
受到中学生们的质疑。调查显示，各有 30% 左右
的学生同意和不同意“男性较适合担任领导工
作”；有近四成(37 . 4%)学生不认为“女性无论能力
再强，还是应以家庭为重，好好相夫教子”；相
反，有 65 . 8% 的学生赞同“女性若走出家庭，成
为工作上的女强人，是一件光荣且令人肯定的
事”，有 42% 的学生不同意“女性应负担家务，如洗
衣、煮饭、打扫等工作”。

格资讯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

遭中学生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