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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考临近，考生复习也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考生如何在最后时间进行有效复习？中考实战有

哪些技巧？……为帮助中考生提高复习效率，本报特邀

请了合肥名校名师支招考生中考冲刺“绝招”。

制图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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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课本，以“纲”为纲。纵观最近几年的历史中考

思路，基本上是“大稳小变，变中求新”。“大稳”指整体稳

定，比如试卷结构、难易度等，不会大起大落；“小变”指局

部调整，比如能力考查的力度、微调新的题型、客观题学

生个性的创新思想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题目都不会

离开考点、离开教材，只要你基础知识扎实，你就有能力

解决这些问题。

复习时一定要紧扣课本，夯实基础。中考的考试范

围是初中三年所学的七本书，时间、地域跨度大，知识点

繁多。《中考考试纲要》明确地指出了考试的范围、内容、

以及目标和要求，并依据“课标”，对课本大量知识点进行

压缩，既是中考命题的范围，又是中考复习的最直接的依

据。所以要结合“考纲”看课本，明确复习内容，掌握复习

要求，抓点连线。先以《中考考试纲要》中规定的内容要

点，抓知识点复习，不要求考的知识点坚决不看，以免浪

费时间。再将这些知识点进行整理归纳，合纵连横，形成

专题，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

2、看热点，古今结合。“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科的最

大功能，历史中考，从来不回避时政热点，所以复习时对

过去一年里国内外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应给予充分关注，

着重思考该热点问题与所学相关历史知识的联系，用历

史学科的知识解决社会热点问题。另外，历年中考试题

对“周年话题”也很青睐，尤其是“逢十”周年纪念的知识，

因为“逢十”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传

统。2011年涉及重大的周年纪念有：辛亥革命100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新中国重

返联合国40周年、苏联解体20周年等等。

3、选资料，宜精忌多。总复习阶段，选择一本综合

性的复习资料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目前市场上的资料种

类繁多，切不可贪多求快。要选择知识点与考纲吻合、现

实性、导向性强，试题新颖、活

泼、典型的资料，才能达到事半

功倍之效。有了好的资料还要

会用，资料上的知识点，着重看

专题归纳和拓展延伸部分，形

成大历史观。至于习题，则以

精炼为主，不搞题海战术，要选

择综合性强、有时代感的题目，

同时注意审题方法、答题技巧

上的训练，以提升应试能力。

合肥名师支招考生中考冲刺

答“非选择题”时尽量多答要点

英语：考生应保持平稳的心态
合肥市第四十八中学 陶毅

1、研究中考命题的改革趋势。要及时了解中考信

息，了解中考的命题原则及考查范围，同时也应该对中考

各题型难度分析，有利于考生抓住复习的重点、难点，加

大复习的针对性。

2、提高复习课的教学效率。在中考复习中，应注

重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的有机结合。中考复习

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听说读写并重，每一种技

能的培养都不能放松，复习中要多动口说、动手写、动

脑记与思考；在试卷和练习题讲解过程中，注重知识的

广度和深度，要善于引导学生由一个知识点联想到其

他与其相关的知识点，这样就有利于学生在头脑中构

建一个较为稳定的知识结构体系；对学生进行方法上

的指导也很重要，解题方法其实并不抽象，它总是蕴藏

在具体的知识教学之中，至于不同的知识点，方法则视

具体情况而定。

例如，完型填空题，考生总有个误区，以为完型填空就

是靠语法，其实不然，此题重在考查学生对语篇的整体理

解能力。所以一定要强调学生注意这四步：（1）通读全文，

跳过选项，掌握全篇文章的大致意思；（2）边读边酌，初选

试题，将大部分简单题做完；（3）反复推敲，攻破难题，可用

带入法，排除法等；（4）回顾全文，验证答案。这里对解题

方法说的多一些，乃是因为方法对学生太重要了。

3、确定各轮复习的侧重点。第二轮是针对考标进

行专项复习，掌握好各考点，突出重点。深化基础，分别

通过词性、时态、语态、句型等辅导，引导学生将分散零乱

的知识内容集中起来，形成系统体系，进一步加强对规律

方法的掌握运用，发挥学生综合潜能。第三轮是进行综

合模拟考试。分析各模拟试题时，要明白各考点在哪，揣

测出题人的意图，以利于学生在作题时能触类旁通，既提

高了综合能力，也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

4、进行必要的分类辅导。对于优生，严格要求，增

加题量与难度；对部分有潜力、但学习自觉性和上进心均

不强的同学，要进行学习过程全方位监督，争取在最短时

间内激发出学习潜能。

5、考前，总有些考生心理状态不稳定。有些考生，

成绩好，就有放松的心理或求胜心切的心理；有些考生抱

有无所谓的态度；有些成绩很差的考生，易产生自卑或破

罐子破摔的心理。因此，要引导考生始终保持一种平稳

的心态，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态度决定一切”。人在生活中只有保持良好的心

态，才使你身体里的每一部分能力燃烧起来，绽放出迷人

绚丽的光彩。

1、制订复习计划，明确阶段重点。在最后的复习中，

前半段主要是联系时政热点进行复习。在第三阶段复习

期间，还要通过做一些仿真模拟试卷进行强化训练，让同

学们从知识到能力到心态做好全面的考前准备。 最后十

天，还要用一周的时间回归课本，老师充分发挥主导作

用，结合前两阶段的基础知识和专题训练及第三轮前半段

的模拟考试情况，领着学生回扣课本，找出重点知识要点

和时政热点中链接的一些重要知识点，并进行必要的强

记。最后三天，完全放给同学们自由复习，自行梳理复习

内容，同时也要调整好心态轻松迎接中考。

2、链接时事热点，教会分析方法。通过分析研究近

三年的中考试题，除了前4题单项选择是直接考时政外，

后面的单项选择题也好，非选择题也好多数是以重大时政

热点为背景进行命题的。所以在这一阶段复习中，结合热

点问题，灵活运用教材知识进行分析，成为此阶段复习的

重中之重。近年来的中考试题都鲜明地体现了素质教育

的要求，从试题内容上看，几乎年年都注重对重点知识、重

大主题、重要热点的考查。为此我们给学生提出了要学会

将热点和课本知识点相关联的要求，如：由日本发生9.0

级地震这个时政热点可关联到这些知识点：珍爱生命、如

何学会自我保护、如何面对挫折等。

3、注重考场技巧，提醒答题注意事项。书写要工整

规范。很多学生可能会忽视这点，认为只有语文有卷面

分，其实不然，所有文科类的科目，如果字写得不工整规

范，即使你的要点答对了，阅卷老师看不清楚，就会扣你

分，甚至不给你分。考生在答非选择题时，要把自己的观

点用数字标注清楚，让阅卷老师明白你对这个问题有几个

观点。如果你的观点没有标注清楚而混为一谈，可能就会

导致阅卷老师漏判或错判。

内容要准确充实。在答非选择题时，往往有的学生喜

欢根据分值或者试卷的提示来判断这个题目要答几个要

点就可以了，而我们要求学生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所答的

要点既要保质又要保量，尽量多答要点，因为你所答的要

点不一定都是有效的得分点。

思想品德：答非选择题
时尽量多答要点
合肥市第四十八中学 季剑鸣

历史：后期复习不要搞题海战术
合肥市第四十八中学 唐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