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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LY周 刊 备战高考
提升锦囊看过来

政治
一、重视课本，夯实基础知识，

构建核心知识体系，以不变应

万变

注意把握重点知识，构建

以考点为中心，以基础知识及

理解、运用层次的考点为重

点，以练习为手段的核心知识

体系。

二、规范练习，减少失误，提高

应试技巧

做好时间控制，遇到拦路

虎绝不恋战，把自己能拿到的

分数全部拿到手。规范答题，

养成慢读题、读懂题、快做题

的习惯，注意材料中的关键词

语；抓住每个细节，实现得分

最大化。

建议同学们在最短时间

内练高考真题。翻阅进入高三

以来的重要考试卷，以达到迅

速提升应试能力的目的。高考

前一周要跳出题海，回归课本，

重看一遍以前做错的题，自纠

自查，查漏补缺。

三、关注社会热点，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要汇总时政热点，兼顾即时热点与长效热

点，重视一年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并与教材中的

相关理论挂钩，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历史
一、强记阶段特征和主干知识

注意对整体阶段特征的把握，用主干知识

搭建时代特征，形成立体知识网络。

二、培养答题技巧以获取得分点

一套高考题中，主观题的设问一定会有背

景、特征、影响，常考的设问还有史料价值、史

实的对比，总结这几类问题的答题思路，比如政

治、经济、思想相结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相结

合；国内（内因）、国外（外因）相结合；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当时和将来相结合。这样答案就多

些角度和得分点。

三、关注党史

在建党 100周年纪念之际，党史成为一

大热点。要梳理我党经历的重大阶段，将各

阶段我党在制度创新、经济发展、思想引领、

统一战线、国家统一、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成绩

进行总结。

地理
在测试与规范方面，应争取会的都对能得

分。最后阶段，避免大量机械刷题，准备1至2

套试题即可。测试的题目难度要有一定梯度，

难题要有但不宜过多。通过模拟测试，注意训

练答题的规范，包括试卷的规范填涂、规范书

写、审读材料、使用学科术语作答等。要尽量减

少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等因素带来的失分。

物理
一、紧扣核心考点，熟练把控必备知识、关键

能力

高考物理试题主要针对20多个高频考点

命题，所占分值接近90%，而非高频考点有30

多个，所占分值较少，应该集中火力攻

关高频考点。

近几年高考题越来越注重“基础

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应该

不留死角地归纳总结与高频考点关联

紧密的必备知识、主要模型、思维方法，

精选能体现新高考评价理念的高考典

型题和优质模拟试题。

二、基于最近发展区，精选试题，训练良

好的解题素养

通过临考模拟训练，从长篇描述

的信息中捕捉关键词，寻找解题突破

口。解答计算题时，要分步列式，不要

用综合或连等式，书写字母、符号要规

范，文字要清晰；列方程式时，不能以变

形的结果式代替原始方程式；要注意学

科用语、解题格式、计量单位的规范性。

三、查漏补缺，回归新教材，注重总结与

反思

要关注一些非高频考点，有遗漏

的要补回来；要重新梳理新教材中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规律，对教材中典型的新

情境习题、例题、演示实验、小实验、阅

读材料和分组实验要重新浏览一边，稳

中求进，力争稳拿基础分。

化学
一、正确评估、对症下药

分析自己一模、二模等重要考试

中的答题情况；找弱项（在该拿分的题

目如化学与 STES 的考点、NA 的考查、

化学用语、元素周期律、实验基础、电化

学、有机基础等，哪类型的题目常错？）；

分析原因（知识漏洞、能力不足或是解

题模型的缺失），明确需求，有针对性地

进行复习。

二、及时反思、科学安排

最后阶段要做到及时反思问题，

科学安排复习。

1. 对于常错题，首先，要回归课

本，回顾基础知识点，再多次反复练典

型试题，明确试题的题型特点和解题方

法，构建试题的答题思维模型。

2. 对于不常错的题目，要隔三差

五做两道，保持解决这类型题目的敏

感度。

3. 对于准备突破的题型，可在已

夯实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短期（一周或

10 天）、高强度（大题可采用每日一题

的方式）的训练。

4. 采用多种方式进行限时训练：

练速度、练考点、练技巧、练准确率。

生物
一、理清思路，寻找薄弱点或突破点，增

加得分点

花点时间翻阅一下最近几次的考

试卷，分析自己的薄弱点或突破点，并

针对此调整或制定最后的备考思路及

计划，避免出现无目的的备考。

二、回归教材，巩固知识点和专业术语，

避免失分

注意回归教材，关注重要概念及

教材的图表、实验等，将易混淆的概念

进行分析比较、理解记忆，如种群与群

落、生态系统，细胞质与细胞质基质，单

倍体与单倍体育种等。

三、专题训练，提升审题力和解题力，减

少丢分

生物内容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息

息相关，题目中往往融入生活、生产、科

技前沿等情境，且配有一定的图表，如

何迅速审题抓住情境中的关键词，如何

找到题目与课本知识的关联点，如何组

织语言答到点上等是考生们急需提升

的能力，可通过图表专题、科技专题、实

验专题等专题训练，寻找审题及答题的

规律。

第一步——消灭薄弱点，打造完整

知识链

把自己的一些薄弱环节在纸上按

不同学科一一罗列出来。运用“集灭

法”等方法解决罗列出来的问题。

第二步——模拟考场，掌握采分

技巧

按照高考的时间安排，在相应的时

间点和时间段里做一份往年高考卷。

每一份考卷做完后，应与标准答案仔细

核对，在核对中体会“采点给分”的评分

方法，掌握分步答题的得分技巧。

第三步——理清思路，保持状态

针对前一步骤做考卷时暴露出来

的问题，复习相关知识点，理清解题思

路。

做一些基础性习题，保持迎考状态。

整理文具、证件，准备考试时的

着装。

第四步——调整作息适应日程

因为高考的时间安排与平时的作

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考生要将作息

做适当的调整，使自己有一个适应的

过程。

1.为了保证有充沛的精力去参加

高考，从现在起就寝时间要逐步提前。

2.根据高考时上、下午考试之间有

较长时间间隔的特点，并且也为了有

充沛的精力参加下午的考试，考生要

保证每天午睡半个小时，这样逐渐养

成习惯。

3.回家复习的几天里，白天，考生

应避免频繁外出活动。晚上，可在父亲

或母亲的陪同下在居住地附近散散步。

学会缓解焦虑

高考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在备考

中状态有起伏是难免的，考前有所焦虑

睡不好是正常的，在考试中个别题目有

难度也是正常的。

当问题出现时不能慌，要学会稳住

心态，通过与老师、同学交流或者运动

等进行调整，若正在考试则可通过闭眼

深呼吸、喝水等进行调整，相信自己，告

诉自己：“我行！” ■ 记者 谢静 整理

临近高考，适当的策略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为帮助

广大考生更好地备战高考，本报邀请各学科教研专家和高三名师

为广大考生提出备考建议，总结提升锦囊。 ■ 记者 谢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