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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后期复习要有计划性，要对中考充满信心；答题时要掌握技巧，沉着应试。中考临近，考生复

习进入最关键时期，为了帮助考生更有效地做好中考冲刺阶段的复习，记者邀请本报中考名师专家库

成员传授考生赢考“秘籍”，教考生如何踢好“临门一脚”。

省城名师教你如何踢好中考“临门一脚”

临考前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资料图片

物理：
后期复习要格外注意弱项

合肥市第46中学 杨全

1.熟悉考纲，复习以考纲为依

据。

在最后冲刺阶段，各校都会进

行大量的巩固性练习，但是并非所

有的习题都属于安徽中考的考题范

围。比如考纲中对于流体流速和压

强关系不做要求，对液体压强也不

要求计算，而如果你不看考纲，在复

习时还对这些内容进行大量练习就

会浪费宝贵的复习时间了。

除此之外，考纲中要求为B的

内容更是中考的重点，比如天平的

使用和测密度属于B层次要求，在

中考中就多次出现。2007-2011 年

五年中考有三年的实验题都有测密

度。那么对于密度测量的各种方法

大家就一定要在复习时重视了，又

比如力学中的二力平衡条件也是考

纲中B层次的要求，这块内容在由

2007-2011年中考中每年必考，而且

往往是区分度较高的题目。

2.分析往年中考，掌握中考动

向。

在最后复习的时候可以找出近

三年的安徽中考物理试卷，了解下中

考考什么，并实际地做一做，聪明的

你可能会发现中考的命题方向和容

易扣分的地方。对于一些中考中反

复出现的内容特别要重视，如探究电

路（即欧姆定律及其应用）就是中考

必考内容中的大热门，这部分内容直

接的考查在2009年有3题，2010年有

3题，2011年更是多达5题。而2011

年的23题和2010年的23题同样是

欧姆定律的计算，同样是利用数学方

法列方程，同样要求解不变的电源电

压，这么多的相同之处，如果你作为

考生对于往年的试题进行过研究，那

么考试时必能得心应手。

另外，考生也可以通过往年试

题的分析找出一些考试的规律性以

明确复习方向。如电学实验是中考

的必考题：2008 年伏安法测电阻，

2009年测小灯泡电功率，2010年测

电阻，2011年伏安法测电阻。那么

2012年考什么呢？我们可以结合考

纲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1.探究电

流与电压电阻之间的关系，这一点

在考纲上是B层次要求，出现在实

验题中理所应当，而且与前几年的

实验题不重复，关于这个实验有很

多考点，而特别是实验中研究电流

与电阻关系时如何去控制变量更是

易错点。2.测电阻，这个实验毕竟最

近四年考了三次。3.测电功率，这个

实验和测电阻有很多相同点和不同

点，要注意区别和联系。

3.注意弱项，突破自我。

中考不光是对每个考生知识掌

握程度的考核，也是对考生学习习

惯、细心程度的考查。在中考改卷

时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同学物理知

识是懂的，但是解题却大量失分。

比如有些考生的单位换算不熟悉，

一换算就错。而单位换算是个硬功

夫，你必须在平时练习中重视才能

在考场上写对。另外，如果你的数

学能力较弱也要结合中考试题进行

相应的提高，比如解方程、图形分

析、推导公式等等。

中考毕竟是考生人生中第一

次大考，紧张在所难免。其实一定

的紧张还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注意

力，往往会比平常表现更好。但过

度的紧张当然就不利于发挥了。

为了减轻紧张带来的问题，建议大

家在答题时按试卷顺序完成，也就

是由易到难，遇到一时解不出的题

目可以放在后面。就像有时候你

找一个东西可能突然想不起来在

哪里，等你忙其他事情的时候又会

突然想起来了。

化学：“错题是个宝，提高成绩少不了”
合肥市第46中学 刘亮荣

1.深究考纲，注重实效。

进入5月下旬，每个学校基

本上都进入到二轮复习，学生对

初中化学知识都已掌握较牢固，

此时要注意复习的高效性、时效

性。考纲是中考命题的依据，把

考纲研究透彻是此阶段的一个

重要环节；要发现考纲上的细微

变化，因为每年考纲上的变化在

当年的中考题中都有会所体现，

特别是考试要求增加难度的知

识点。2012年安徽省初中化学

考试纲要与去年相比一共有7

处变化，有1处要求较去年难度

加大，即：“防止金属锈蚀的简单

方法”，大家在复习时要着重注

意，复习到该内容时要注意迁移

和举一反三。

2.精于总结、构建网络。

中考复习中切不可死记硬

背，应将所学得知识进行分类

整理、总结、归纳，尽可能使所

学知识系统化。纵观近几年中

考试题科学探究考查力度逐年

加强，因此建议在复习时，把实

验分专题复习，可以分为常用

仪器和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

常见气体的制备和净化、物质

的检验、混合物的分离和提纯

等几部分内容，最终形成整个

实验知识的框架和网络，同时

也形成了和其他知识板块的相

关联系。

3.注意社会热点问题及重

大化学事件。

把握中考热点问题，如：环

境保护与污染、酸雨、温室效应、

能源危机与开发新能源问题及

安全知识、六大营养素以及科学

新发现、新技术等都是中考热

点。在平时的学习中应经常搜

集有关能源、材料、健康与环境

方面的资料，关心当前国际、国

内特别是本省的一些重大事件、

热点问题。这类题目体现了化

学学科的应用性，既考查了学生

对化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又培

养了学生关心社会、关心自然的

情感和品质，在近年来的中考题

中有明显增加。

4.查找缺漏，不留任何疑

点。

“错题是个宝，提高成绩少

不了”，对自己在前期复习中暴

露出来的弱点和知识上的漏洞

要进行补救。在做大量习题

后，你会发现不同的题目之间

有相似之处，需要你归类分析，

这对提高解题速度和正确率很

有帮助。

1.通览全卷，沉着应战。

当拿到试卷学生不要匆忙

提笔写，应在答题之前将全卷通

览一遍，了解试卷分量、题型、难

易等，做到心中有数，沉着应战。

2.答题顺序：从前到后，先

易后难，不跳着做题。

考试中遇到问题，不要慌

张，要沉着应战，做不出来的

难题可以先跳过去，但是要做

个小记号，当试卷基本答完，

再回过头来换一个思路重新

作答。

3.中考的成功要素就是“实

力＋心态”。

首先，考生要树立“把中考

当成一次练习”的观念。许多

考生在常态下的学习效率比较

高，而紧张时做题出错就很

多。 所以广大考生要树立信

心，自信地走进考场。尽管放

下包袱，轻装上阵。其次，考生

要坚信自己通过这么长时间的

复习，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化学

知识，一定会考好，可反复暗示

自 己 ：“ 我 有 实 力 ，我 能 成

功”！其三，考生要保持“人易

我易，但我不大意；人难我难，

但我不畏难”心态，这样就能克

服看到难题的畏惧心理。

应试技巧 应在答题之前将全卷通览一遍

赢考建议 以考纲为依据，掌握中考动向

应试技巧 答题时按试卷顺序“由易到难”

赢考建议 中考复习中切不可死记硬背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

居民收入的增加，内需消费能力将得

到解放。正在发行的广发消费品精选

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冯永欢表示，中国

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型成消费王国，未

来看好消费行业的投资机会。易天富

数据显示，截至5月16日，广发基金今

年以来及过去3个月业绩表现优异。

在过去三个月，冯永欢管理的

广发策略优选净值增长了4.88%，位

列162只混合基金第13名。一季报

显示，白酒与服装等消费行业对广

发策略优选贡献最大。十大重仓股

中有泸州老窖、五粮液、洋河股份以

及山西汾酒四只白酒股票，截至5月

16 日，泸州老窖今年以来股价涨了

17%，洋河股份涨幅为21.7%，山西汾

酒股价上涨了 16.1%。此外属于大

消费行业的七匹狼、报喜鸟品牌男

装以及金螳螂、东方园林装修装饰

股也在业绩支撑下较为抗跌。从广

发策略优选的历史经验来看，冯永

欢交易频率低于行业水平，有明显

的长期价值投资风格。

白酒和服饰、装修等消费板块下半年或将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