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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日报首届
“海南名师 指点中考”公益大讲堂 特别报道

中考冲刺，学子如何有效提分突破
——海南中学8位名师为三亚考生和家长“传经送宝”

本报记者 黄珍 洪光越/文 袁永东/图

5 月 11 日晚，三亚日报首届“海南名师 指点中考”公益大讲堂在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报告厅举行。由海南中学初三年级组长和初三年级 7 科备课组组
长组成的“名师团”，现场为考生和家长“传经送宝”。本报记者特梳理讲座精彩内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参考。

中考临近，希望家长多关注孩子的成绩和心态，也要
注意自身的行为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最后的这四十多天
尤为重要，但是每个孩子的成绩和心态都不同，因此家长
要明确孩子目前的状态，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引导和教
育。

针对成绩好的孩子，家长要懂得给他减压增激。在最
后的十来天，成绩好的孩子会不自觉地给自己增压，这时
候家长要做孩子的减压阀而不是增压剂。

针对基础不错，也很努力，但是成绩提高不明显的孩子，
家长一定要做到“方法得当”。建议家长和班主任老师沟通，
明确孩子的短板、中板、长板，有针对性地帮助其复习。

针对基础一般、悟性高、学习动力不足的孩子，家长
要学会“借助外力”——找班主任和孩子最喜欢的老师，想
办法让孩子感觉到被重视，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信心。

针对基础不好、学习习惯不好的孩子，家长和老师要
让其“平稳过渡”，每个孩子总有亮点，挖掘孩子感兴趣的
东西，只要孩子能稳下来，四十多天也能有进步。

另外，家长和孩子相处应当遵循 3 个法则：接纳孩子
的情绪，认同孩子的感受，承认孩子的愿望（同理心）；蹲
下来说话，抱起来教育，手拉手交流（人格尊重）；多描述，
少评判；多启发，少禁止；多鼓励，少表扬；多说什么是对
的，少说什么是错的（赏识）。

中考语文需要注意这样几点：要加强书写训练；对
要考的古诗文做到字字句句落实，反复训练，直到融会
贯通。在诗歌部分，学生不仅要会默写，还要理解字、
词、句意，尤其是写得好的字、词，懂得赏析情感和技
巧。文言文部分，要能逐字逐句地翻译课文，并理解文
章的主题以及一些写作方法等。

同时，要加大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来提高准确
的语感，涵养美好的人文情怀。考卷中，课外现代文阅
读有一篇记叙文和一篇议论文，要读懂文章才能准确地
答题。这要求有良好的语感，以及与文章作者情感产生
共鸣的能力，良好的语感和美好的人文情怀都来自大量
的课外阅读。

作文如何得高分呢？这是永久困扰学生、家长和老
师的一道题，至今没有破解的办法。作文是展示学生阅
读面的宽窄、阅读量的多少、阅读内容的深浅的一道题；
每个人的悟性、灵性不同，积累不同，每个人分数也不
同；同时，也是阅卷老师的个人阅历、经历、性情充分介
入的一道题，同一篇作文，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评价。

中考冲刺阶段，建议考生准备写作素材，记素材要
记住细节，考场上才能驾驭；多读同龄人的好作文；可以
学些写作技巧，如何拟题，如何开头，如何选材布局，如
何让结尾呼应标题、开头，如何让文字更美等。

每次考完试学生经常这样问老师，“我的分数低是因
为粗心”“这道题我想到了，但是写不出来”……如果把孩
子应该会的题做错了归结于粗心，会掩盖很多真相。在粗
心的表象下，有很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简单的、不该错的考题答错了，学生要问自己熟
练度是否足够？如果熟练不够，考试可能又慢又错，怎么
样解决？一道题目要接触至少六次以上，并且每次都要思
考才能熟悉并产生记忆。

如果原本会做的考题做错了，学生要问自己基本的概
念是否清楚？有一些考题学生认为会做，只是在考试有限
时间内做错了。对这样的考题，学生要试着讲解题目，通
常在讲解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记忆。

针对审题错误，这时学生要问自己答题准确率是否足
够？平时做题是否要求自己一定要作对呢？如果不是这
样，那么到考试时肯定很难确保准确。解决办法是要认真
对待，提高准确率，建立错题本，认真分析原因，才能真正
提高。

有的题学生懂如何答，但写不出来或写不全。这是数
学中的规范答题问题。数学不怕题目不得分，就怕处处都
丢分，所以要把解题的过程转为得分点，必须使用正确的
数学语言、规范答题。

距离中考还有 四 十 多 天 ，考 生 在 这 阶 段 的 英 语
科目备考中，一定要做到回归基础。中考本质倾向
于 学 业 考 试 ，考 查 的 是 初 中 毕 业 生 必 备 的 知 识 ，因
此 出 题 会 避 免 偏 、难 。 而 英 语 最 基 础 的 是 词 汇 ，单
词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米”，词汇量就是中
考成绩。

其次就是要调整节奏，考前一个月与平时备考不
同，要慢慢地进入模拟实战状态，做题节奏不要太快，
快就意味着错，平时要养成一定的做题节奏。这里要
提醒那些书写潦草的考生，一定要注意书写，良好的书
写会给改卷老师一个好印象，中考改卷老师看一篇文
章的时间平均不到 1 分钟，因此好的文章首先要“长得
好”。

最后就是保持状态，考生平时接触英语的机会不
多，要在考试时快速进入英语语境状态，就要在考前做
到“三练”。练耳，每天听 20 分钟听力，听歌、词、句子、
课文录音；练眼，限时阅读，养成习惯，可以不做题，看
感兴趣的文章即可；练手，背范文是远远不够的，每天
根据不同话题写几个句子很有必要。

目前中考备考已经进入第三阶段（5 月中旬至 6 月 3
日），这一阶段物理科目备考的重点是“综合训练，弥补漏
洞”。在这个阶段要注意学生的状态变化，适时地进行应
试技巧、策略、心理上的辅导，帮助学生不仅在知识上、能
力上、技巧上，而且在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应试准备，使走进
考场的每一个学生都胸有成竹。

到了第四阶段（6 月 3 日至 6 月 9 日），就要注意“考前
调整，稳定心态”。学生要回归课本，注重基础知识的巩
固。其次就是回顾错题，把以前做过的试卷，特别是后期
的模拟试卷归纳整理，查找错题原因。根据出现的问题及
时调整，加强针对性练习，从而大大提高训练的有效性。
最后要及时对学生进行临考前的心理教育，帮助学生端正
学习动机，乐观对待人生，正确对待成功和挫折，彻底消除
焦虑根源，把心理调节到最佳状态。

化学是一个覆盖面很广泛的学科，想要在中考中脱
颖而出的考生，必须做到全面复习，化学学科的复习没
有重点，因为处处都是重点和考点。因此了解化学学科
的考试目标和要求就显得十分重要。

中考化学学科试题关注核心概念和原理，考生在复
习中一定要回归教材，熟记各种概念，理解各种原理。
中考重视知识的相互联系，数理化不分家，比如在考化
学知识的同时也经常会考计算能力。中考也特别重视
通过实验考查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希望这一点能引起
考生们的高度重视。而且中考试题也会关注化学与技
术、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这就要求考生们平时要注意
观察生活中的一些化学现象。

化学学科试题会有难题，但是如果考生对化学知识
掌握得很全面，难题也不难，因为考试要求确保试题的
科学性，杜绝生造、难繁的题目。2015、2016、2017 年的
难题都是考查金属的化学性质，另外除杂质问题、元素
守恒观也是考查的难点，希望引起考生重视。纵观近几
年的考点，无非是物质的分类、身边的化学物质、微粒
观、化学用语、实验基本操作、物质的性质及应用、物质
的鉴别、化学与生活、热点这 9 大类。

不同层次学生有不同特点。中考即将来临，考生们可
能会出现哪些方面的问题，家长应该怎么帮助孩子们呢？

优等学生在选择题上容易钻牛角尖，想太多；有可能
会出现一下子松懈的状况；对分数过于关注，心态容易失
衡，发挥不稳定。

建议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学习状态，不要过多强调分数
和考怎样的学校；加强对选择题的读题审题能力；加强孩
子对各种题型的了解和解题能力的训练。

中等学生遇到一些比较灵活、新颖的题有些胆怯、慌
乱；读题审题不够细心、全面；对于开放性题目，有时答案
过于死板。

建议强化孩子的读题、审题能力，要求孩子在试题卷
中用笔圈住材料、问题中的关键词等；加强孩子对各种题
型的了解和解题能力的训练；多跟科任老师交流。

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缺乏信心，对复
习感到茫然；基础知识不牢固，知识点混乱；读题审题能力
不足，材料联系知识点能力不足。

建议适当鼓励孩子，每一次考试耐心和孩子分析试卷
和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增强信心；利用好资料，尽可能多
写一点。

总之，在复习备考过程中，夯实基础是根本，培养能
力是关键，综合训练是核心，发展应用是目的。

历史学科考试的方式是开卷考试，只要课本书、笔
记全、翻书快就能拿高分。

家长可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呢？
首先帮助孩子备齐考试资料，8 本历史课本、1～2

本复习资料、试卷练习若干。家长现在可以做的就是
检查孩子的课本全不全，笔记有没有，做过的试题订正
了没有。实在不行的可以实行拿来主义，借同学的来
复印。在走上考场前，所有的考试资料都必须是孩子
们非常熟悉的、常用的。

对于家长来说，要教会孩子提高翻书速度。在这
里给家长们支一招：利用课本目录定位主干知识点，利
用年代尺串联知识点。历史虽然是开卷考，但是还是
需要学生有一些知识储备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知
识点串联起来，帮助孩子进行记忆定位。总之，历史是
需要记忆的，孩子上考场前必须对课本很熟，否则就完
成不了试卷。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寻找增分点，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以选择题训练作为突破口，选择题训练家长可以参
与，孩子做你帮忙改，反馈速度也比较快。天天练，孩
子天天会有进步，孩子的自信也会增强，而且选择题训
练至少可以起到以练促复习的作用；二、书写要工整；
三、以时政热点、周年热点作为复习。

郭秀玲，中学英语高级老师、海南中
学初三年级组长。

明确考生状态 正确引导教育

年级组长 语文科目

丰富作品阅读 提高写作技巧

唐智松，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海南中学
初三年级语文备课组组长。

数学科目

认真分析原因 正确规范答题

刘菁，中学数学高级教师、海南中学初
三数学备课组组长。

英语科目

回归基础学习 考前做到三练

刘彤，中学英语高级教师、海南中学
初三英语备课组组长。

物理科目 化学科目 政治科目 历史科目

加强综合训练 注意稳定心态

王晓萍，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海南中学
初三年级物理备课组组长。

田双，中学化学高级教师、海南中学初
三化学科组长兼备课组组长。

全是难点考点 必须全面复习 努力夯实基础 着力发展应用

陈华丽，中学政治高级教师、海南中学初
三政治备课组组长。

备齐考试资料 提高查阅速度

蒋美君，中学历史高级教师，多年担任海南
中学备课组组长和班主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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