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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邀名师团
讲讲咋备考
开卷考试考的是时间，不建议

考生带过多参考书

建议一：“动手动脑学物
理”，一个都不放过

王延钊老师提醒考生，在考前要作
好准备。可以把八、九年级的课本重新
看一遍，看书时要注意图文结合、前后对
照，还要兼顾到课本的各个栏目。课后

“动手动脑学物理”的题目是一个都不能
放过的。

同时，还要把最近一段时间所做的
试卷重新整理出来，把做错的题目重新
审阅一遍，找出错误的原因，并重新认
识，千万不要死记硬背。

建议二：做题时要注意细节
王延钊老师给考生们提了几个“细

节”方面的问题，如填空题一定要突出知
识要点，不管见过或没见过的题目，都要
回归到课本上的某一知识点上，如果你
没有答中要点，说明你没有吃透题意。
选择题千万不要经验用事，不要似曾相
识就以为这个题目是你做过的那个题目
而盲目照搬答案，这会使你失去获得高
分的机会。作图题一定要规范。实验和
探究题要注意科学方法，原理要正确，过
程一定要简单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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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辅导：王延钊，郑州市“名师”、郑州外国语中学高级教师

建议一：不再做大量的
题目

段凯伟老师说，考前最后一个
月，化学学科的复习主要解决两个
问题：一是弥补薄弱的知识点，巩固
基础知识，提高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二是养成良好的做题、考试习惯，避
免失误。

段凯伟老师认为，在考前不要
再做大量的题目，要精练模拟习题，
在模拟试题中体验知识点。将做错
的题目深刻理解，并经常拿出来看
或重做，回顾反思曾做错的题，逐渐

纠正对知识的错误理解。
对于没有掌握好的知识点，要回

归课本，并将此内容展开，搜集整理关
于此知识点的题目，进行对比总结。

“进行一题多变及一题多解的训练，多
联想，多思考。”段老师说，这样既可加
深对知识的理解，又对此知识点的考
查方式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灵活应用。

切忌就题论题，不但要知道题
目的答案，还要知道为什么是这个
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哪个答案
更好。选择题要搞清每一个选项所
涉及的知识点，这样才能提高复习

效率，避免题海战术。

建议二：良好应
试习惯会帮考生“加分”

“化学中考，题量大，时间紧。”段
老师提醒考生，在考试时，对于某些
自己不熟悉、拿不准的题目可以先放
到一边，等全卷的题目做完以后再回
过头来处理，避免考试结束了，后边
还有简单的题目没做完的情况。一
般来讲，每道大题的设置都是由易到
难，其中最后的小题有一定难度。安
排好轻重缓急，有取有舍，做到心中
有数，才能避免“考砸”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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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辅导：朱朝亮，郑州外国语中学高级教师

建议一：做概括题要注
意六点

如何运用好答题技巧？朱老师
以概括题为例，给考生们提供了六
个技巧点。

第一个技巧，概括题的开放性
比较强，所以考生在做题时从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角度来思考，
再从这三个方面中最为顺手的一个
方面来组织答案。

第二，概括出的道理最好是课
本中的原理、观点或者是这些观点
原理的运用，涉及的核心知识、主干
内容不能出现生活中的“大白话”。

第三，在概括时要把材料读完，
概括整个材料蕴涵的道理，不能犯
以偏赅全的错误。

第四，书写在卷面上的语言应
该是一个语句通顺、意思明确的陈

述句，展现的是道理、原因、结果、要
求、做法，尽量不要使用修辞手法。

第五，对于漫画类的概括题，需
要特别注意漫画中的文字信息，包
括标题、语言、说明性文字，注意漫
画中的夸张部分，这些往往是解题
的关键突破口。

第六，对于自己的答案是否正
确，可以简单加以检验，看一下自己
答案的内涵与题干的外延是否一
致，或者要求是否一致，或者主要意
思是否一致，一致的属于正确，反之
则不完整或者不准确。

建议二：一些社会热点
可能会考

“现在思想品德学科的考试趋
向越来越生活化，充分体现‘生活即
是考试’、‘考试即是生活’的道理。”
朱朝亮老师说，比如 2008年中考的

辨析题关于“限塑令”、观察与思考

题之二的“世界阅读日”等题目的设

计，既体现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

也体现了我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他建议，在今年的热点里，需

要关注抗震救灾、两个奥运会、神

舟七号、改革开放 30周年、两岸三

通、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周

年、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感动中国

年度人物、中央一号文件、十七届

三中全会、金融危机、两会、食品安

全与生产安全、纪念五四运动 90周

年等我们国家的大事，也要关注我

们家乡河南的发展变化，比如第十

届亚洲青年艺术节、第十届科学技

术年会、中原文化澳洲行、中原文

化港澳行、我省的经济发展成就、

人口压力、科技创新、感动中国的

河南人等。

建议一：开卷考试，最
忌题题查书

因为是开卷考试，因此历史试
题的材料新颖，形式灵活，答案也是
多元。“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基
础知识掌握得扎实，提高答题技巧，
就一定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程彩霞老师给考生说了几个答
题技巧。首先，卷子发下来先通览
一遍，整体把握试卷的难易，做到心
中有数。

然后，争取在 40分钟内将试题
通做一遍，遇有不会的问题，暂时搁

置，放在最后 10分钟内查书、思考

（最忌题题查书）。

做选择题时，要审清题干，多用

排除法。做非选择题，首先要认真

审题，找出要点，结合材料全面思考，

然后按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地运

用历史语言准确作答。一般情况下，

试题的分值与知识点的多少有一定

的关系，常常给 2分，需要我们从两

个角度分析，给 3分，需要我们从三

个角度分析。遇到难度较大的题目

不要心急，沉住气，静心、稳住，再次

审题，不丢掉包括材料出处在内的任

何一处信息，坚信自己答题的正确。

建议二：材料越多、负
担越重

“历史开卷考试，考生可以自带
参考资料入场，因此不少考生会把
很多辅导书带进考场。”程彩霞老师
说，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一种误区，
书越多，负担反而越重。“历史开卷
考试实际上考的是时间。”

程老师建议考生，在准备参考
资料时，要准备好全套教科书及《学
业考试说明与检测——历史》，不带
过多的辅导书。

晚报记者 张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