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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考，孩子急、家长更急，
看着孩子每天忙忙碌碌，成绩不见
提升的样子，不少家长恨不得亲自
帮孩子辅导。对此，李老师提醒家
长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

“身为家长，可以从生活中、饮
食上多关心孩子，但切不可把自己
当做老师，干涉孩子的学习，孩子
的复习还是应该跟着老师的步伐

走，毕竟他们身在中考一线，更了
解中考的趋势和出题方向。”李老
师说，在给孩子做好“服务”工作的
同时，还要教孩子一些赢取中考的
方法和技巧。如：从心理上，要教
给孩子一些减压的方法，教孩子不
要过于紧张，以平静的心态迎接中
考，这样就已经赢取了中考的第一
步；在学校的选择上，让孩子不要

期望太高，如果一步走不了名校，
也可以退而求其次选择一所合适
自己的高中，通过努力，将来仍
然能考一个好的大学，一样可以
实现名校梦想；在生活方面，家
长调理好孩子的饮食，做好各项
后勤服务，让孩子健康地应对考
试，这也是帮助孩子赢取中考的
重要一环。

“妈妈，你该干吗干吗，别老围着我
转，烦死了。”这是初三学生洋洋最
近对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对
此，洋洋的妈妈倍感委屈，“我恨不
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你了，你怎么就
是不理解呢？”据悉，中考临近，在
很多家庭都有像洋洋和妈妈这样
的对话，孩子在学校累了一天，回
到家里，父母怕吃不好，穿不好，忙
前忙后却总帮不到点子上，孩子
烦，家长更觉得委屈。那么，作为
家长，考前到底该如何做呢？如何
帮助孩子踢好“临门一脚”？近
日，记者采访了教育专家李老
师。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
子考上重点高中。然而，越是临
近 大 考 ，家 长 越 是 要 降 低 期 望
值 。”采 访 中 ，李 老 师 一 再 强 调
道。

“作为家长，平时严格要求孩
子，对孩子期望值高一点是对的，

可以给孩子加压，但越是临考，越
要降低期望值，要适当地给孩子减
压。”李老师说，面对中考，学生的
压力本已经很大。此时，如果父母
再给予过高的期望，孩子的压力会
更大，弄不好还会出现各种心理问
题，导致中考失败。

李老师提醒初三家长，不要给
孩子提过多的要求，更不要对孩子
说：一定要考多少分，一定要考上
那所重点高中的话。这个时候，家
长首先要保持平稳的心态，然后告
诉孩子只要努力、用心复习、应考
就行了。

“孩子在学校的压力已经够
大了，回到家要让孩子感觉轻松
些。”李老师提醒初三家长，临考
阶段，一定要给孩子营造一种宽
松的氛围。

作为家长，在家里要像平常一
样，该做什么做什么，切不可在孩子
面前表露出对考试有所担忧的神

情，更不要换着花样地伺候孩子的
吃喝，因为你越是忙，他心里就越焦
虑。正忙于考前复习的李俊说，每
次大考时，看到父母忙个不停，他心
里就更加难以平静而导致焦虑。

此外，为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
复习环境，孩子备考期间家里应尽
量不搞聚会、打麻将等活动，以免

影响孩子的学习。家长们有什么
工作上的困难，或者是家庭内部的
矛盾问题，也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
出来，以免孩子注意力分散，甚至
产生烦躁、厌学的情绪。

“只有让孩子在家里天天都
有好心情，他才有积极的心态面
对中考。”李老师说。

适当降低对孩子的期望值

给孩子营造轻松的氛围

做好后勤服务，三步赢取中考

“

“方法决定胜负。无
论是应届生还是复读生，
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最后一个月需要的是学科
知识之间的整合，绝非量
的单纯积累。”联大教育集
团中学部教学督导龚秋生
说，要想成真正的学霸，必
须在学习和考试两方面同

时有技巧。
经 常 有 同 学 困 惑 ：

“ 为 什 么 我 已 经 很 努 力
了，成绩却不见提高？”对
此，龚老师认为，最后一
个 月 ，思 考 方 式 必 须 从

“学”转变成“考”。考和
学 的 最 大 差 异 就 是 面 对
题目时候的“思维方向”，

看 问 题 的 角 度 。 思 维 是
可以点拨、可以训练的。
研究做题方法、解题入手
点的，才是考生。

想当“学霸”，在最后一
个月的复习中首先要做好
头等大事——整理学科知
识体系、训练各科解题思维
和临场答题技巧。

实实验中学王老师建议验中学王老师建议
学生，最后一个月一定要在学生，最后一个月一定要在
每个学科找到一个做减法每个学科找到一个做减法
的策略，这样才能摆脱题的策略，这样才能摆脱题
海，找到解题的海，找到解题的本质和规本质和规
律。从知识层面来说，就律。从知识层面来说，就
是抓住核心考点，数量是抓住核心考点，数量上上
只占所有考点的只占所有考点的20%20%，但分，但分
值却占高考中的值却占高考中的80%80%；从学；从学
习方法来说，就是找到一条习方法来说，就是找到一条
贯穿学科知识的线索。比贯穿学科知识的线索。比
如语文学科，有没有一条线如语文学科，有没有一条线

索可以串联考试索可以串联考试中的各种中的各种
题型呢？题型呢？

比如“墨守成规”，为比如“墨守成规”，为
什么是“墨”而不是“默”？什么是“墨”而不是“默”？
因为这个典故讲的是“墨因为这个典故讲的是“墨
子守成规”。第二步：从词子守成规”。第二步：从词
语到语法结构。这个短语语到语法结构。这个短语
在语法上是主谓结构。由在语法上是主谓结构。由
语法结构知识我们可以判语法结构知识我们可以判
断“看了《中国好声音》，得断“看了《中国好声音》，得
到很大收获”的语病为缺到很大收获”的语病为缺
主语。第三步：从语法结主语。第三步：从语法结

构到表现构到表现 ((修辞修辞))手法。阅手法。阅
读理解中，有些句子是不读理解中，有些句子是不
符合常规的语法顺序的，符合常规的语法顺序的，
如“大家都注视着这位新如“大家都注视着这位新
同学，高高的，瘦瘦的”，跟同学，高高的，瘦瘦的”，跟
常规表达不同，原来采用常规表达不同，原来采用
了 倒 装 手 法 ，作 用 是 强了 倒 装 手 法 ，作 用 是 强
调。第四步，从分析到运调。第四步，从分析到运
用。如“秋风萧瑟，月落残用。如“秋风萧瑟，月落残
云。我的城头飘扬着秦国云。我的城头飘扬着秦国
的旗帜，我的宫殿飞扬着的旗帜，我的宫殿飞扬着
秦国的歌。”这便是佳句。秦国的歌。”这便是佳句。

给知识做减法给知识做减法 最少、最精、最有效地应对高考最少、最精、最有效地应对高考

标准化与客观性
寻求解题的标准化思维过程

王老师认为，学和考谁都无法王老师认为，学和考谁都无法
取代谁。比如，我们使劲背单词也取代谁。比如，我们使劲背单词也
未必能让我们英语考满分。相反，未必能让我们英语考满分。相反，
我们掌握了英语的答题思维，却能我们掌握了英语的答题思维，却能
让我们即使看不懂原文，阅读理解让我们即使看不懂原文，阅读理解
却全做对了。却全做对了。

面对一道试题，学有方法的学面对一道试题，学有方法的学
生思考步骤通常是：生思考步骤通常是：
题目需要我们求得的题目需要我们求得的
是什么；要求得这个是什么；要求得这个
结果，需要哪些条件；结果，需要哪些条件；
题干给出了哪些条题干给出了哪些条
件，与顺利解答该题件，与顺利解答该题
还缺少什么；缺的这还缺少什么；缺的这
些条件如何找到。解些条件如何找到。解
题的标准化思维过程题的标准化思维过程
就出来了。就出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