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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甬生 记者 桑红青

高考还剩下最后十来天时间了,该如何复
习呢？高考实战中有哪些应试技巧？如何在
高考中多得分？……一年一度的高考临近，本
报邀请了合肥八中的三位名师,支招考生“应试
技巧”，希望对考生冲刺复习有所帮助。

省城名师传授高考“应试技巧”

“高考实战遇到难题要敢于放弃”

1．解答选择题的技巧。
（1）根据概念选答案：审题时一定

要把握题干所涉及的概念，从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确定选项的正误。

（2）看清正误：题干中有时是要求

选说法正确的选项，有时则是要求选

说法错误的选项，因而不能未看完题

干而盲目选择。

（3）从关键词中挖掘隐含条件，

如：最、至少、很可能、主要、直接、基

本、根本等关键词。

（4）打破思维定势找答案：有些试

题利用我们对日常现象和习题训练中

的思维定势来干扰正确解答。如把章

鱼、墨鱼、娃娃鱼都当成是鱼类，把银

杏当做被子植物，又如把蛋白质中的

氨基酸种类误以为氨基酸数目等。

（5）从图示中寻找隐含条件：充分

重视图表、曲线中的有关信息。

（6）挖掘相关常识。

（7）排除干扰信息。

2．非选择题解答技巧。
解答非选择题的思路一般是：确

定所问——寻找题干相关信息——转

化所问（转化为自己熟悉的问题）——

搜索课本相关知识点——结合本题实

际找出或阐述答案。

表述时要注意尽量使用生物学术

语；要求没有语病；善于利用图表等方

式，以求表达清晰简明。

3．信息给予题的解题策略。
（1）文字信息给予题。解题时必

须通过阅读，完成信息筛选、信息加

工、信息运用后，才能完成试题目标。

其解题方法为：阅读——审题——找

出问题的实质（突出题干与问题相关

的信息）——联系相关的学科知识

——组织好语言文字写出完整答案。

解题的关键是分析背景材料，从中筛

选出与问题有关的信息。

（2）图像信息给予题。其解题方

法为：阅读文字、读图（坐标曲线图读

图方法：一看“坐标”，即横轴、纵轴各

表示的生物学意义及单位；二看“变

化”，即曲线的升降、变化规律或是保

持相对稳定；三看“关键点”，即曲线的

起点、终点；交叉点，包括曲线与坐标

轴及曲线之间的交叉点；每条曲线的

转折点、顶点或低点。）——审题——

找出问题实质（突出图像各点、各段的

生物学含义）——联系课本相关知识

——组织好语言文字写出完整答案。

（3）表格信息给予题。其解题方

法为：阅读文字、读表（统计表读表方

法：一看内容和指标，二纵横比较找规

律，三找特殊数据，即最大、最小或关

键数据）——审题——找出问题的实

质（突出纵、横比较）——联系相关的

生物学知识——组织好语言文字写出

完整答案。解答的关键是对表格中的

内容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并将所

获得的信息与生物学有关知识相联

系，从而获得相关答案。

（4）图解信息给予题。在解答这

类题型时，首选进行文字阅读和识图，

仔细审题，理解题意，然后将题目中的

现象、信息与所学知识进行联系，从而

完成知识的迁移，找到题目所要考查

的知识点，最后写出完整答案。

从往年高考复习的实际情况

看，不少考生考前最容易出现的消

极现象是心浮气躁、自暴自弃，部分物

理基础薄弱的考生，由于在模考总是考

不出成绩，又感觉高考在一天天临近，自

己离目标实现的难度太大，就有了放弃

继续努力的念头，特别是平时模考中，由

于题量多、时间有限，大部分考生喜欢在

做理综试卷中把物理放到最后，从而导

致在有限的时间里物理的得分更低，更

打击了考生学好物理的自信。

事实上，从近几年我省物理命题的

难度上来看，更注重的是对基础知识和

基本能力的考查，没有偏题、怪题，更没

有学生拿到手不知所云的题型，即使有

一些创新题型也是来自课本中某些物

理思想的延伸，重点考查的是学生对知

识的迁移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所以，考生在考前的十来天时间里

一定要尊重考纲，回归课本，更注重自

身能力的培养，万卷不离其宗，高考试

卷更是如此。所以，距离高考时间越

近，考生更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积极主动地参照新《考纲》对自己所学

的知识点进行“查缺补漏”，要把自己的

眼光紧盯高考试卷中80%的基础题型，

不仅要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更要坚定

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选择题限时训练。选择题7

道，15分钟。一定要留足够的时间。做

选择题不能太快，以免失分。高三老师

可以按高考实战要求让考生进行限时

训练，题目可以从近几年的高考题、各

省市的模拟题中去挑选，难度不宜太

大，以容易题为主，顶多出现一道中难

题。可以当堂对答案，个别题讲评，由

于难度不大，花时间不会太多。目的在

于提高选择题的得分率，同时考生也会

从考试中体验到快乐，增强自信心。

2．进行一次学科内综合。7道

选择题，4道Ⅱ卷题，Ⅱ卷题每题中可

以设置几个有一定梯度的小问题。时

间45分钟，45分钟时间是不够的，但

不能给太多。此用意在于：（1）提高解

题速度；（2）提高阅读、审题能力；（3）

及时纠正学生化学用语书写不规范、

化学术语出现错别字等问题；（4）通过

研究评分标准，使得自己的答案组织

得尽可能正确而又简洁；（5）调整考试

心理，提高考试技巧。

3.要掌握一定的答题技巧。在化

学考试过程中做题要不慌不忙，看清

每道题的要求，提炼出蕴含的考点。

拿到试题后，第一件事就是通览一下

整套试卷，对试卷的考试方向和侧重

点有个大致的印象。对于不会或较难

解答的题，一定要敢于放过或跳过，绝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生物：高考实战答题“有技巧”
合肥八中 杨华

物理：复习不要“心浮气躁”
合肥八中 吴丽菊

化学：遇到难题时要敢于放弃
合肥八中 赵金山

31个省份高考新政出炉

京浙川三省市
品德可加20分

综合《法制晚报》 截至目前，全国31

个省份均已正式出台高考新政。此轮大规

模调整主要集中在体育、奥赛等缩减项目及

降低分值。多地奥赛获奖者剔出保送行列，

甚至加分名单。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3个省份加

分项目中提及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北京、

浙江、四川三省市甚至奖励加20分。

体育减项品德加分占比高
记者盘点31省份今年高考加分照顾政

策发现，与往年相比，此次调整涉及奥数、科

技类、体育项目、少数民族等传统加分领域，

不少省份既减项又缩水分值。

例如今年四川高考加分项目大瘦身，

和去年相比共删除29个加分项目，另外还

有17个项目缩减了加分分值。

而北京市此前公布的高考加分调整方

案也提出，在2014年高考中，体育特长生加

分项目有所减少，由原本的15项缩减到10

项。而少数民族考生由增加10分投档调整

为增加5分投档。市优秀学生干部由增加

20分投档调整为增加10分投档。

按照规定，今年体育特长生加分项目

限定为田径、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武

术、游泳、羽毛球等8项，各省还可根据本地

情况，增加一般不超过2个强身健体项目。

记者统计发现，虽然竞赛、体育接连缩

水，但有13个省份的高考加分项目中，提到

了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其中，10地提出

见义勇为者加10分奖励，而北京、浙江、四

川三省份奖励加20分，山东省甚至在自选

项目里仅保留了“见义勇为”这一项加分。

取消保送从奥赛科技开刀
从今年高考照顾政策来看，最为大

刀阔斧的改革就是取消了奥赛获奖生的

保送资格，无论是全国级别还是省级，甚

至有不少省份连对这类考生的加分也取

消了。

根据北京市高考加分方案，今年起，获

奥赛省赛区一等奖的毕业生不再加分投档，

调整为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记者盘点发现，31个省份今年均取消

了全国中学生奥赛省赛区一等奖学生、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小科学家”奖

励活动、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获得一、二等

奖或参加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国际环境

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等科技类竞赛获奖

学生高考保送资格。

记者注意到，有8个省份甚至明确提

出，今年起奥赛获奖不但不保送，并且不加

分。湖北、陕西、江苏仅表示“优先录取”，

而辽宁、宁夏等地甚至表示今年再无任何

优待。

此外，今年奥赛加分分值也较过去缩

水不少。仅有6个省奥赛保持最高荣誉，即

加20分，另外14个省份均下调到了10分。

而吉林、河北在内的5省份最“小气”，仅对

这类考生予以5分奖励。四川省今年高考

加分新政也显得“锱铢必较”：一等奖可获得

10分加分，而三等奖则只有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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