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选择短期培训课程？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大考当前，学生急、家长更急，好不容易盼来的五一，
很多家长都把希望寄托在一些课外培训机构的身上，希
望通过一些短期培训，帮助孩子查漏补缺，快速提高成
绩。而一些培训机构也在五一期间推出各种各样的班型
来满足家长的需求。如，“快速提分班”、“答题技巧班”、

“一天提高20分”等，那么，对于考生来说，该如何选择这
些短期课程呢？从事教育培训工作多年的李老师也发表
了自己的观点。

李老师介绍，根据往年经验，很多培训机构都会在五
一期间推出各种各样的讲座以短期培训课程。这些课程
短则一天，长则三天，有本地老师主讲的，也有邀请外地
名师主讲的。主讲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教考生报志愿、
有教考生答题技巧的、还有预测命题趋势的，其目的就是
一个：帮助考生快速提分，在中高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

面对名目繁多的短期课程，很多家长恨不得一个也
不要错过，带孩子穿梭于不同的培训机构之间，结果孩子
累，家长更累。因此，李老师提醒考生，选择短期培训课
程一定要慎重，根据自己的需求，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
择，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别人报什么自己也报什么，最后
白白浪费三天的时间。

最后时刻
什么影响孩子高考？

“明明这些题平时都会，可一到考
试时就忘得一干二净，不知道如何下
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讲座中，
不少考生向赵老师咨询道。

对此，赵老师介绍，影响高考的心
理因素很多，如，考场心理，试卷心理，
不同科目心理等。因此，在考试前要
进行适当的训练和调整。

另外，心理的调整与外在的生活
环境，内在的生理环境都有关系。如
考场心理，学生坐的位置就是一个重
要的影响考试成绩的心理因素，位置
在教室的前后，位置是否靠墙，学生都
要能够淡然处之，全力冲刺。在考试
中，同学翻看试卷的声音，同样也会严
重影响学生。赵老师提醒学生，当别
人比自己早一点翻看后面的试卷，就
要暗示自己“这个同学前面很多题不
会做。”这样，就不会出现紧张的心理。

此外，压轴题也是影响考生发挥
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考生一看到压
轴题就头晕、感觉很难、不会做……这
都要在高考前逐个解决的，否则，带着
未解决的心理问题上战场，很容易出
现失误。

特别提醒
假期充电害怕两个“极端”

以往每到五一长假，考生都容易走
向两个极端：一是自主复习，时间被家长
安排得特别满，二是长时间的放任不
管。过于劳累的时间安排，很容易使考
生产生逆反心理，而过于安逸的时间安
排，更不利于考生的后期复习。

因此，李老师提醒家长，虽然只有三
天的假期，也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想
方设法把孩子“钉”在书桌前，更不能由
着孩子放任不惯，尽量给孩子营造一个
好的学习环境，减少外界对孩子的干
扰。学习之余，也可以为孩子安排一到
两天的短途旅行或郊外放松，不仅有助
于缓解考前焦虑，对考试状态的正常发
挥都是很有帮助的。

此外，每天学习之余，考生自己也可
以进行多种方式的休息与放松，比如说
去看自己喜欢的电影，或者听音乐会，都
会对紧绷的神经起到调节的作用；也可
以找同学或者朋友去逛街或者聊天，将
压力疏解出来，在假期结束后有个轻松
的心情去继续复习冲刺。

如何合理利用三天的假期？
抓住机会，查漏补缺

虽然五一长假由原来的七天改为了三天，但对于
那将面临中高考的考生来说仍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合
理地利用好这三天不仅是前阶段学习的一个补充，对
后期的冲刺也会起到很好的帮助，因此，一线老师张
老师提醒考生，无论学习成绩的好坏，长假期间都应
该正视自己，适当地安排好学习。

对于一些平时成绩本身就很好的学生，可以利用
假期对所学知识进行加深，巩固自己的优势；对于成
绩中等的学生，一方面可以利用假期查漏补缺、找出
不足，另一方面可试着冲刺一些中等偏难的题目，以
便在未来的中高考中有所突破。而对于一些基础相
对较差的学生，则要利用假期进行认真的思考，在最
后一两个月的时间要保证所有的科目齐头并进不太
可能，但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优势科目多拿分，拿稳分。

他提醒学生在复习时可遵循“三多两少”原则。
“三多”即多看旧题（已做过的题目）、多找典型题、多
查问题；“两少”即少做题、少挖难题。复习时，要注重
基础知识的回归，争取不要在一些基础知识上丢分。

“综观近几年中高考，很多综合性强、难度大的题
目最后大都还是回归到基础知识的考查。”张老师说。

“压轴题，其实没啥可怕的！”
《高考数学压轴题公益讲座》上周举行

听完红旗老师的讲解，学生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上周日，由本报
联合红旗高考实验
班举办的《高考数学
压轴题公益讲座》在
红旗实验班小礼堂
如期举行，来自我市
的百余名学生和家
长共同聆听了此次
讲座。讲座中，红旗
老师通过精选的三
类题型（立体几何、
解析几何、函数）对
数学压轴题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讲解，学
生们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一位考生在
听完红旗老师的讲
座后说：“压轴题，其
实没啥可怕的。”

攻克数学，要学会梳理连贯的知识模块

讲座中，红旗老师一共讲解了几何和函数三
道压轴大题。赵老师介绍，所谓压轴题，就是数学
成绩好坏的分水岭。出题老师的目的，并不仅仅
考查某一个知识点或者公式的运用，往往是对某
一个知识点引申出来的相关知识模块的全方位考
查，所以，一旦学生用很轻松的或者说很简单的公
式就推导出来，那十有八九就出错了。解析压轴
题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拆题的技巧。

到底该如何拆题呢？赵老师通过不同的题型
讲解了两种拆题的技巧。

第一种就是传统的逆推思维，通过需要求证
的答案，来逆推过程，假设论证，倒着推出问题，推
理的过程中，将压轴题中蕴含的知识模块全部拆
解开来，寻找正确的解题思路，条理清晰，问题自
然迎刃而解。

第二种就是赵老师常说的解题思维轨迹。拿
到大题后，第一步读题，出题老师组成一道题，肯
定要有相关的背景及知识点分解。读出背景来，
进行知识体系的开枝散叶，将题目中牵扯的知识
快速分析总结，需要运用那些知识模块，相关定理
和思路是什么，为思路寻找轨迹，理顺自己解题的
思维轨迹，然后找路、搭桥，通向结果。

赵老师以面面垂直问题举例：看到面面垂
直，第一步找面面交线，第二步各面引申出线，
第三步证明 A 面线垂直交线，第四步引申 A 面
线垂直 B 面，最后知识连续性，线线垂直。“这就
是一个简单的思维轨迹过程，将所有相关知识
进行梳理，看到一个点，立刻能引申出一整个知
识体系，这时候再来做压轴题，你会发现真的很
简单。”红旗老师说。

深入浅出，两种方法解决压轴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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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规划，五一向上再向上

一年一度的五一再次来临，虽然由原来的七天改为了三天，但扔挡不住人们学习的热
情。近日，记者从多家培训机构获悉，咨询报名人数明显增多，部分课程出现爆满的情况。

那么，对于即将面临中考或都高考的考生来说，该如何利用好这三天的时间？又该如
何选择这些课程呢？近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红旗老师介绍，高考数学，对于没有“悟性”的
孩子真的很难。而我们传统的“套题”训练，难以
实现“悟性”的培养，造成孩子看到题目，发现自己
没有做过这样的“套题”，心理就马上崩溃。最后
时刻，快速提高“悟性”已经不现实，但红旗老师对
高考数学的每个部分都有透彻研究，结合学生特
点都有独特的训练方法，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
在“要出的题目”上，提高分数还是现实的。

数学是每年高考的决胜科目，想考入名校，数
学成绩就需要在 140分以上。也许有的家长认为
数学考这么高的分数很难，其实不是这样！很多
孩子数学不好，总有莫名其妙的失误，原因是学校
统一训练，而孩子的问题不一样，所以做了很多试
卷，成绩提升慢，甚至还下滑。再有就是知识模块
的不连贯性，导致最后的压轴大题往往做得不尽
如人意，成绩想要拔高140分以上，就显得很难。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