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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马上就要来临了，各年级也进入到紧张的

复习阶段，复习是巩固和强化所学知识必不可少的手

段，是学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如何有效利用时

间？如何提高复习效率？复习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 吴笑文/整理

期末复习季来了

学习方法科学 让孩子事半功倍

一、“六安”的“六”误读为liù

2021 年，国内疫情出现多点散发态

势。5月16日，安徽省六安市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在相关新闻报道中，有媒体将

“六安”的“六”读作liù。“六”是多音字，读

liù指数字，即比五大一的正整数，读lù用

于地名，如江苏六合。安徽“六安”的“六”读

lù，权威辞书是这样注音的；民政部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也是这样

标注的。

二、“蔓延”误为“曼延”

2021年底，新毒株奥密克戎造成国际

疫情继续扩散。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将疫情

“蔓延”误作疫情“曼延”。曼，本指长、远。

曼延，指连绵不断，描写的是静态对象，如

“群山曼延”。蔓延，本指蔓草等向四周延

伸、扩展，引申泛指向周围延伸、扩展，描写

的是动态变化的对象。病毒扩散，应用“蔓

延”。另外，媒体上还有用“漫延”的。在指

向四周扩散的义项上，“蔓延”“漫延”可视为

异形词，现在多主张用“蔓延”。

三、“接种疫苗”的“种”误读为zhǒng

2021年，接种疫苗是头等大事。遗憾

的是，不少人将“接种”疫苗误读为“接

zhǒng”疫苗。“种”是多音字：读zhǒng，

表示事物，主要是名词，指种子等，也作量

词，指种类；读zhòng，表示动作，是动词，

如种地、种植；读Chóng，用于姓氏。接种

疫苗就是把疫苗注射到人或动物体内，用以

预防疾病。这个“接种”显然是动作，应读

“接zhòng”。

四、“途经”误为“途径”

“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工作中，

个人行动轨迹是重点。在个人旅居史描述

中，不少公告将“途经”误为“途径”。“途经”，

动词，意思是中途经过某地，如“从北京途经

南京到上海”。“途径”，名词，意思是路径，

多用于比喻，如“解决问题的途径”。“途经”

和“途径”语义不同、用法不同，把“途经中

高风险地区”写为“途径中高风险地区”是

错误的。

五、“必需品”误为“必须品”

疫情防控必须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必需

品的充足供应。如2021年12月23日，西安

封城，封闭式管理期间，为保证群众粮食等

生活必需品供应，志愿者送货上门。一些媒

体在报道中，将“生活必需品”误作“生活必

须品”。“必须”和“必需”都强调“一定要”。

然而，它们的搭配对象不同。“必须”是副词，

只能跟动词搭配，不能与名词连用，不能构

成所字结构。“必需”是动词，可以与名词连

用，可以构成所字结构。“品”即物品，名词性

成分，只能跟“必需”搭配使用。

六、“赓续”误为“庚续”

2021年，“赓续红色血脉”的说法常见

诸媒体，遗憾的是，不少地方将“赓续”误为

“庚续”。“庚”的常用义是指天干第七位，又

指年龄，如“同庚”“年庚”。“赓”本义指连续、

继续。典籍中“赓”多指歌咏吟诵的接续唱

和，如“赓咏”“赓酬”“赓韵”等。如今，“赓”

指继续，“赓续”是同义连用，复指强调。现

代汉语中“庚”不表示继续，“赓续”不能写成

“庚续”。

七、“失之偏颇”误为“有失偏颇”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陈独秀曾说过

“二十年不谈政治”，第27集中李大钊说道：

“当初说这句话有失偏颇了。”其中，“有失偏

颇”有误，应改为“失之偏颇”。“有失”即失

去，强调的是“失去”的对象，与褒义词连用，

如“有失公正”，就是指失去了公正。而“失

之”的“失”指失误、失当，“失之”分析的是失

误的原因，与贬义词连用，如“失之狭隘”。

“偏颇”指偏向一方、不公平、不公正，因“偏

颇”而造成失误，当称“失之偏颇”。

八、“血脉偾张”误为“血脉喷张”

2021年 8月 1日，苏炳添以9秒83的

成绩晋级东京奥运会百米决赛。不少媒体

在报道中称，这一惊世骇俗的成绩令人“血

脉喷张”。其中“喷张”有误，正确的写法应

是“偾张”。“偾”读fèn，指亢奋，“偾张”指扩

张突起，“血脉偾张”意为血液流动加快，血

管膨胀，青筋鼓起，多用来形容激动、亢奋、

激情。“喷张”指张裂喷射，“血脉喷张”即鲜

血喷射，用来形容情绪激动显然不合情理。

九、“情结”误为“情节”

2021年，中国精心筹备北京冬奥会。

中国人对冬奥会寄托了很深的情感，一些

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将冬奥“情结”误成了冬

奥“情节”。“情结”指很深的情感，深藏心底

的感情，如“思乡情结”，或指心中的感情纠

葛，如“化解不开的情结”。“情节”指事情的

变化和经过，如“故事情节”，或指犯罪或犯

错误的具体情况，如“案件的情节”。中国

人重视冬奥会，不遗余力地筹备北京冬奥

会，寄托在其中的深情当然应称“情结”而

不是“情节”。

十、“行拘”误为“刑拘”

2021年 10月 21日，北京警方针对某

知名人士嫖娼事件进行通报，称违法人员对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均因触犯治安管理

法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有媒体

在报道中将“行拘”误成了“刑拘”。“行拘”是

“行政拘留”的简称，“刑拘”是“刑事拘留”的

简称，两个简称读音相同，但含义相差很

大。上述人士嫖娼触犯的是《治安管理处罚

法》，这是行政法，因此适用的是“行拘”。如

果触犯的是《刑法》，那适用的就应该是“刑

拘”了。

1月6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21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包括：“六安”的“六”误读

为liù、“蔓延”误为“曼延”“接种疫苗”的“种”误读为zhǒng等。 ■ 据中新网

1. 及时复习

人们对于刚学过的东西，总是一开始忘得快，过一段

时间就逐渐减慢。如果不及时复习，时间一长孩子就忘

记了，许多内容集中到一小段时间复习，效果自然不好。

2. 交叉复习

当孩子同时面临几门课程的复习任务时，最好采用

交叉复习的方式，即这10分钟复习语文，休息后换成数

学，再之后又变成别的什么。这样复习的好处是不会使

孩子产生厌倦心理。

3. 分散复习

如果有60分钟的复习内容，您是让孩子怎么复习？

心理学家很早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分散

复习要比长时间的集中复习效果好。所以，不妨让孩子

每次复习20分钟，中间休息之后再复习。这样孩子就不

会疲劳，复习的效果也会更好。

4. 读写结合法

加大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复习力度，做到温故而

知新。充分利用点滴的时间，争取多记几个公式，多背一

篇课文，多温习一遍老师讲的重点。

5. 查漏补缺法

在对知识点进行梳理的时候抓住重难点。还可以把平

时作业中所出现的错误再分析，确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1.给孩子相对独立的学习空间

安静、舒适、独立的学习空间，能让孩子更好地进入

学习状态，同时也能避免家长的过度干预和代劳。

2. 合理制定作息时间

让孩子明确什么时候可以尽情地玩，什么时候必须

专心地学习，养成劳逸结合的好习惯。

3.不采取疲劳高压战术

期末往往时间紧、任务重，但比起花费多少时间学

习，效率才是更重要的。不要为了完成作业或任务让孩

子经常处于精神紧绷状态，牺牲睡眠时间更是得不偿失。

4. 不指责、不抱怨

老师留的作业，家长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儿抱怨，而

是应该强调家庭作业的正面意义，以免刺激孩子的厌学

心理。

5. 利用小工具

此外，一些趁手的小工具也可以根据孩子的学习习

惯安排上。比如：便利贴，方便做标记；计时器，方便时间

管理；电子词典，提高效率；专注类APP，激励孩子专注。

期末考试常用的复习方法

给家长的一些建议和提示

克服几个不良习惯
1. 做难题

有些家长觉得复习就是做题，难度越大越好。

其实不然，做难题至少有三方面的负面影响：

一是影响孩子的自信，产生消极的心理暗示，

自己吓唬自己。二是会打乱孩子的思路。知识是

成体系的，理解了才能运用。三是会耗费大量精

力，使孩子得不到适当的休息。

2. 疲劳战

孩子在复习时拼命抓紧时间，可谓是分秒必

争，甚至挑灯夜战，这很有可能使孩子陷入身心疲

劳，思维不清晰。

3. 看弱点

有些孩子平时觉得自己还可以，但到考前几

天，开始发现自己许多弱点。在考前无论发现了什

么弱点，都不要过多地去想，要有一个平常心。现

在是复习已掌握的知识的时候，而不是再学习新知

识的时候。

六安
lù ān

接种
jiē zhònɡ

20212021年年““十大语文差错十大语文差错””公布公布
这些字词你用对了吗这些字词你用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