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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教材，强化概念
“现阶段考生基本上都完成了第二轮

的系统复习，但是不少考生在做题时会感

觉对知识体系的陌生，这时候就需要回归

到教材中，对那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公式、

定理要进一步的理解记忆。”左华老师说，

要知道教材始终是高考出题的基本依据，

高考是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的。对于前期

练过的常考题，在教材中找到相应的章节

知识，再仔细阅读教材，看看有没有训练较

少的“冷点”知识，有没有自己还未掌握的

内容，如“概率与统计”知识板块、“立体几

何”中的定理、公理等，对一些常考点也要

回归教材，弄懂相关的知识和解题方法，如

椭圆、双曲线的第三定义（教材中是以课后

习题的形式呈现，对相关结论自己最好要

再作推证）。

查缺补漏，重视基础
经过一轮和二轮的系统复习，大家要

对自己知识上的漏洞、难点、疼点有清醒的

认识，在后期的复习中还是要通过每次的

考试和练习查找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要

有计划地补齐短板，对自己解决不了的问

题一定要多与老师和同学交流，及时地消

除自己的盲区。另外，高考主要是对基本

概念、基本公式、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和基

本技能的考查，对于难度较大的压轴型试

题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题目，因此考生要重

视对基础题目的复习，基础打扎实了，成绩

提升才有稳固的支撑。

坚持训练，注重反思
数学成绩的提高离不开做题训练，虽

然离高考很近了，但每天限时的综合训练

还是必不可少的，左老师提醒考生要注意

以下几点：①训练不是意味着搞题海战术，

要摒弃那些机械、重复、低效的刷题，所以

试题的选择也很重要，当然最好的试题就

是历年的高考真题，同时也要关注一些各

地市最新的模拟题，这些试题的质量都是

较高的，值得去做。②这时候的训练应该

做好基础题和中档题，不能偏好做难题和

怪题，不管是高考还是平时考试，一般难题

只有 20 分左右，还有 120 分是可以把控

的。平时考试得分不高，不是难题不会做

的原因，而是基础题没有做好导致的。③

要重视训练后的反思，训练是为了保持良

好的做题状态，不能只做题而不去反思，对

于做题时反复出现的同类型错误，肯定是

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这时可以去问老师，

把这类问题彻底搞懂，而不是不管不问。

④要重视通性通法，高考注重考查核心价

值和能力素养，基本都是对通性通法的考

查，所以做题时要重视某一类问题的解法，

而不要过分强调做题的技巧。

关注细节，规范答题
防止因答题不规范而导致扣分，在平

时的考试和训练中就要做到以下细节：①

重视审题，审题就好比砍柴磨刀，一定要

慢，养成咬文嚼字，逐字读题的习惯，准确

挖掘出题目给出的信息，对题目中一些容

易忽视的关键信息必要时可以做上标记，

提醒自己做题时要注意。②要规范答题，

对于解答题动笔之前就要规划好步骤，而

不是想到哪写到哪，注意关键的步骤不能

缺少，尤其是立体几何的证明问题一定要

写出满足定理的所有条件才能得到相应的

结论，否则少条件可能会被扣分。

简介：左华，合肥市第七中学数学教

师，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合肥

市骨干教师，主持过省级和市级课题各一

项，连续多年担任高三数学的教学工作。

合肥七中老师 左华：
回归教材 重视基础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高考日益

临近，在当前疫情形势下，确保广大考

生健康安全、如期顺利参加考试是我

们共同的目标，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日前，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醒，目

前仍在报名地之外的考生应于考前14

天（5 月 24 日）前返回高考报名所在

地。因考生个人原因，未按时返回报

名地，未主动报告滞留状态、行程安

排，或滞留信息造假、拒绝配合报考所

在地招生考试机构进行信息摸排等情

形，导致无法正常参加高考，后果由考

生本人承担。

此外，还要按时申领安康码并做

好健康监测。尚未申领安康码的考

生，即日起应立即申领安康码，并持续

关注安康码状态。若安康码异常，要

及时按照相关疫情防控要求转码。符

合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条件的考生，要

主动接种、应接尽接。从5月24日起，

所有考生须做好个人健康监测，每日

测量体温，如实完整填写《2022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生健康

承诺书》。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务必做好

个人健康防护，平时坚持做到学校、家

庭“两点一线”，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

到人员密集和流动性较大的场所活动，

不接触有疫情传播风险的人员和物

品，不跨考区流动，更不能前往中高风

险地区。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疫

情防控部门要求，考生须在参加考试

时主动出示本人首场考试开考前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单（证明），提

交《健康承诺书》，不能提供者将影响正

常参加考试。

安徽这些高考生注意

5月24日前返回高考报名所在地

如何利用好有限的时间，提高数学学科复习的效率，这是广大高考生十分关注的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合肥四中文科数学老师

管良梁、合肥七中理科数学老师左华，谈谈冲刺阶段如何切实有效提高复习的效率。 ■ 记者 谢静 潘妥 于彩丽/整理

从错题本中查缺补漏
管良梁建议，考生要对知识、

题型、方法进行归纳整理，翻一翻

教材，记一记课本上的定义、定理

与公式，理一理笔记，在脑海里构

建知识网络，回顾各模块的各种

题型与方法。

“一定要翻看错题本和做过的

试卷。错题本和试卷上都有我们

辛勤的血汗，更有我们的经验和教

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建议同学

们将这些宝贵财富充分利用——

将近期暴露出来的问题逐一清除。

此外，考前应看题、做题相结

合，不要大量做题，每天做适量的

题，练练手，保持感觉即可。建议

同学们高考前每天完成部分选择

题、填空题、基础题和中档解答题，

练笔熟手，不过分追求难题偏题，

切忌疲劳性的刷题。

由易到难会的题目不丢分
管良梁建议，读题、审题速度

要慢。认真读题，融入问题情境感

知显性情况和条件，用笔标出问题

的关键词，挖掘问题的隐含条件。

综合显性情况和隐含条件理解题

意（画出草图），弄清楚所要求解的

问题。

书写速度要快。答题要由易

到难，简明扼要，不要拖泥带水，啰

嗦重复，字迹清楚、卷面整洁、画图

规范、格式正确。对于会做的题

目，要解决“会而不对，对而不全”

这个老大难问题。有的考生拿到

题目，明明会做，但最终答案却是

错的——会而不对。有的考生答

案虽然对，但中间有逻辑缺陷或概

念错误，或缺少关键步骤——对而

不全。“因此，会做的题目要特别注

意，防止被扣分。”管良梁提醒，做

选择题，一定要讲究技巧，注意“选

项也是条件之一”，运用各种方法

排除错误选项 ，避免“小题大做”，

保证选择题做得又快又对。选择

题、填空题的命题思想，都是“多想

少算，高考填空题的计算量往往不

大，需要具备一定的思维能力，并

且有一定的猜答空间。

把握时间 答题稳扎稳打
高考数学试卷共有23道题，

作答22道题。考试时间为120分

钟。“为了给解答题中高档题留下

较充裕的时间，每道选择题或填空

题应在2～3分钟之内解决。”管老

师建议，一般，客观性试题与主观

性试题的时间分配为4:6。

“高考数学卷基础性的题目通

常占全卷的80%以上，是试题的主

要构成，是考生得分的主要来源。”

所以在答卷中要立足基础性的题

目，努力将这 80%的题目全部拿

下。全部拿下之后，就会增加攻克

难题的信心。管老师表示，由于时

间的限制，答卷中尽量要做到稳扎

稳打，字字有据，步步准确，争取一

次成功。最后要查看答题卡填涂

是否正确。

简介：管良梁，合肥市第四中学

引进人才，铜陵市“骨干教师”，曾获铜陵

市优秀共青团干部、铜陵市优秀教师、铜

陵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获得课堂教学评比全国一等奖等。

合肥四中老师 管良梁：
由易到难 稳扎稳打

高考数学如何临门一脚名师来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