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师简介：方媛媛，高级教

师，获得“市级骨干教师”荣誉称

号。市级优质课比赛二等奖，安

徽省优质课比赛三等奖，市级优

课和省级优课，安徽省国培课例

展示一等奖。论文获得市级一

等奖，多篇论文在期刊发表。

临近中考，尤其是在“双减”的大

背景下，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究竟如

何做好最后的冲刺呢？就此，我谈谈

个人的一点想法。

一、转变固有观念
增强学科认同感
学生重视哪个学科不重视哪

个学科，原因是多方面的。临近中

考，如果对道德与法治学科还抱着

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那势必要吃大

亏。关键时刻，同学们要提高对学

习道德与法治学科重要性的认识，

加深道德与法治常识对于自身健

康成长和未来投身国家建设的重

要性的理解，转变思想观念，培养

学科认同感。接下来有限的时间

里，建议同学们回归教材，多翻阅

几遍教材，感受七八九年级三个

阶段教材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思

考几个问题，查找一些资料，做出

一些判断，回答一些问题，当然也

可以质疑一些问题，针对自己发

现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给出

解决问题的建议，然后把教材上

的知识点变成你理解并认同的道

理，通过联系自身生活和社会生

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运用掌握

的道理解决相关的问题，一通百

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感觉就

会油然而生。

二、把握学科间的联系
注重学科间的融合
初中学段，国家开设的每门课

程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

和学习方法，道德与法治学科也不

例外。三个学段六本教材从心理、

道德、法律、国情四个方面，架构了

道德与法治学科理论体系，形成了

综合学科的思维方法。可见，要掌

握由这四个方面构成的学科体系的

学习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尤其是在核心素养背景下，要

求中学生必须掌握扎实的基础知

识，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提升学科

间融会贯通的能力，尤其是要提升

道德与法治学科和语文、历史、地理

以及信息技术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

能力，加深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

以达到更好的运用效果。

三、联系生活实际
注重掌握答题技巧
理论联系实际是道德与法治学

科教师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同学

们应该掌握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这里的理论主要指的是道德与法治

学科的教材知识，这里的实际既包

括学生的自身生活实际，也包括社

会生活实际。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时代发展的最强音，就是我们这个

学科理论要联系的最大实际，而这

些实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这就给同学们的学习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它要求同学们关注自己、关

注生活、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勤于

思考、善于联系。如在解答选择题

和非选择题的过程中，同学们需要

具备阅读提取信息的能力、归纳整

理提炼概况能力、逻辑思维推理能

力、分析问题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在审题时，要认真阅读文字或

图片等信息，通过分析提取信息，

找出关键词（最好能圈画出来）、关

键问题。在解题时，要通过逻辑思

维推理，采用排除法、综合分析法

等准确选择作答；要通过归纳整理

提炼概况，按照题意要求创新解决

问题，同时还要注意使用学科专业

术语，不口语化答题，不长篇大论

话家常。

四、注重教材知识
与时政热点相结合
在中考改革的形势下，中考复

习绝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必须关注时事热点，这

是道德与法治中考命题的一大特

点，体现了本学科时代性和实践

性。复习中，学生应注重归纳与整

理相应的专题复习资料，把教材知

识与时政热点结合起来，运用所学

知识理解社会现象，提高分析能力、

概括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知识迁移

能力，为中考奠定坚实的能力支持。

通过三年的初中学习，一些关

键能力已经蕴含在同学们的头脑

中，当你经过了基础知识复习、专题

复习、综合复习的洗礼后，这些能力

就会像小宇宙一样爆发，助推你击

破难题。

亲爱的初三学子们，你今天的

进步就是中国明天的进步，现在你

的样子就是未来中国的样子。愿你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奋力向前，决

胜中考！

名师简介：毛丽，中学一级

教师，合肥市瑶海区骨干教师，

瑶海区优秀班主任。获得合肥

市级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安徽省

优质课例评比三等奖，一师一优

课省优等荣誉。现所带班级获

得瑶海区先进班集体，合肥市五

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

合肥市行知学校 毛丽

注重教材知识与时政热点相结合
一、听力

做题之前，同学应先审题，根据题

干预测即将听到的内容，做到心中有

数；做题的时候，对关键信息点做简要

记录，并通过对话的重音、语气等判断

人物关系、说话态度以及个人喜恶

等。如果有要点漏掉了，应果断舍弃，

不要影响后面的答题。

备考建议：熟悉常考的听力场景，

如图书馆借书、陌生人问路、口头通

知、打电话留便条等。而常考对话的

人物多为师生之间、夫妻之间、警察与

陌生人等。常见的出题形式有：考查

人物关系，旅游和交通，卫生与健康，

时间加减等。

二、单选
该板块主要是针对语法、词汇和交

际用语的考查。常考考点为：动词的时

态语态、固定搭配、词义辨析、不定代

词、名词词义辨析、形容词、副词、连词、

情态动词表示推测、宾语从句等。

备考建议：考生要认真分析其中

的逻辑关系，而不能一味地死记硬背；

词汇板块更注重的是词汇在情境中的

运用，重在平时积累；而交际用语板

块，重点考查学生运用语言进行表达

的能力。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就要有

意识地去归纳。

三、完形填空
完形填空，除了考查基础知识的

掌握和运用，还要求学生对整篇文章

逻辑联系有基本的理解，能在具体的

情景中辨析词义以及运用词组短语搭

配。在做完形填空时，利用词性分析

的方法是解题的重要原则。平时尤其

要注重词汇的积累，牢固掌握形近单

词的意思及同义近义词组的辨析，同

时注意熟词生义的现象，了解词汇的

用法以及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含义，

避免词义混淆和概念模糊。

备考建议：在做题过程中要注意：

1.重视首尾呼应。判断文章体裁，预

测文章主旨和大意。读懂首句可以帮

助建立正确的思维导向，对理解全文

起重要作用。2.重视上下文语境。要

留心文中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的照

应以及原词重现等现象，这些往往是

正确选项的线索。3.进行逻辑分析。

如果无法从语法搭配及词汇的角度解

释选项，那么逻辑分析就显得尤为重

要，同学们在平时的训练中要注意逻

辑的严密性。

四、阅读理解
“得阅读者得天下”，对任何一门

语言学习而言，这条真理永不过时。

初中阶段，阅读理解的体裁多为记叙

文、应用文、说明文。题材多样，常考

的多数讲述亲情、友情和励志故事、中

国传统文化等。在做题之前，学生需

要了解设题的四种类型：细节判断题、

推理判断题、词义猜测题和主旨大意

题，并掌握各种题型的解题方法。

备考建议：1.对于阅读理解，学生

容易失分的点多集中在主旨大意题（包

括标题概括题目）上。要注意文章主旨

或标题通常能很好地概括全篇的大意，

而不是文章的某一个细节。该标题通

常有一定的深意，但也不能过度拔高文

章的内涵，要贴合文章的人物和事件。

2.拿到文章，首先给段落标上序号，这

样使得文章层次清晰。3.阅读题干，判

断题目类型并划出题干中的关键词，再

带着问题来浏览文章。在文中将每一

题的线索都做上标记，并且标上题目的

序号，方便随后检查。

五、写作
写作是语言的输出，考查学生综合

运用语言的能力。写作部分多以给材料

作文的形式为主，但是近两年开放性作

文比较流行，内容多围绕学生的校园及

学习生活展开。例如，倾诉学习烦恼、介

绍(新来的)教师或同学、度假计划、旅游

安排等，形式集中在通知、书信、

e-mail，以及记叙文和议论文等方面。

备考建议：了解不同文体的写作

格式，从词句、语法细节和文章结构等

方面各个击破。

对于写作相对弱的同学而言，词

句使用的准确性方面容易出现漏洞。

针对词句的运用，我们应重视教材。

课本文章通常难度适中，词汇丰富，是

很不错的语料库，在巩固复习课本内

容时，注意积累词汇。学生可以将自

己写作中的各种错句都汇总起来，记

在小本上，隔段时间再来看，自己进行

改错，再去对照老师的纠正形式，在对

比中领会自己写出错句时的思维和想

法，以此建立更为牢固的语法概念，提

高写作的准确性。此外，写作还要避

免：1.遗漏要点。2.字数不够。3.时态

及人称运用出错。4.书写潦草。

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定会有回

报，祝同学们考出理想的成绩。

合肥市行知学校 方媛媛

中考英语备考建议

中考冲刺 名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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