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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即将来临，很多考生以及考生家长都非常紧张，考前几天应该做点什么？考试有什么技巧可以提高分数？7月15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连线吉林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师高路、东北师大附中明珠校区数学老师王丽，让名师给孩子们支支招！

在答题技巧方面，王丽老师结合
自身多年的教育经验，给出了建议。

“真正到了考试的时候，按照顺序
答题这是必须的，不能说想答哪道做
哪道，一定要做到按顺序先易后难去
答题，同时还要注意审题一定要慢，计
算的时候也要慢，但书写的时候可以
快一点，这是答题的时候需要注意
的。还有就是不同的题型，也要采取
不同的方式，比如说选择题，咱们就得
灵活去做，灵活去做是什么意思？比
如有的题叫不准，我们可以用排除法
去做，因为选择题有选项，所以我们做
起来就比较方便；填空题是靠主观去
答题，这个非常重要，审题的时候一定
要细致勾画一下关键词，然后解题的
时候还要特别稳，保证把这部分的分
数拿到手；像我们所说的中档题，也就
是去除最后两道大题中间的这些题
型，事实上就考查基础，要特别明确推
理的依据，而且要答题特别规范。”王
丽老师强调，这些能拿到的分数，一定
要尽力去争取，同时做到有信心去拿
分。

“最后的压轴题相对来说会难一
些，但可以分解地去做每一道题，因
为它的难度系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可

能最后一道题特别难，但是前几步还
是可以做出来的，要稍微细心一点，
通过我们的转化，包括我们的分类讨
论，把这些分数拿到，坚决不能空
着。”王丽老师介绍，中考的难度系数
分配是非常科学的，它会让很多孩子
都能够拿到相应一些分数的，所以在
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保证把会的题都
答对。

同时，王丽老师建议广大考生，答
题时如果卡壳了，可以暂时先跳过去。

“如果这个题目当时没有做出来，
一定要转化一下想法，或者是按照最
常规的思路去思考，因为中考一定不
考特别特例、特别特殊的方法，一定是
我们标准课程标准上要求大家掌握的
内容，只是你当时一时懵住了，然后没
有想到，那么我们转换一下思路，按照
常规的方法去做的时候，非常有可能
就是迎刃而解了，如果实在做不出来，
那么我们要敢于放弃，然后第二轮回
过头来再去做，这样话就相对来说不
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王丽老师表示，
学生的心理建设也要做好，因为中考
的题不会那么难，即便暂时答不上，也
不要气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按顺序答题 遇见难题可以分解作答

名师指点迎战中考数学

每天做题要掌握节奏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校区数学老师王丽

东北师大附中明珠校区初三数学
学科组组长，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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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

“考前这段时间，第一个重点
就是要回归课本，要整理一下知识
点，看一看教材，尤其应该强化一
下自己感觉很模糊的知识点，回归
教材是非常重要的。”王丽老师表
示，在回归书本的基础上，做题也
非常关键。“第二个重点是要保证
每天都要做题，其实就是练手，以
免考试时手生，比如说我们可以做
一下中考时的1~22题，这个是比
较基础的题目，然后每天做一道压
轴题，或者是跟重点有关的、跟二
次函数有关的都可以。”王丽老师
介绍，每天练题的主要目的是保持
解题的惯性，比较熟悉解题的方
式，同时养成一个良好的答题习
惯。

王丽老师强调，在练题的过程

中，要注意把控答题时间，“我们要
保证1~22题在 60~70分钟内答
出来，然后给后面两道题足够的时
间，这样才可以做到考试时不慌。”

与此同时，第三个重点就是要
看一看自己的笔记和错题本，或者
浏览一下做过的试卷，梳理一下易
错的内容，总结一些方法。“实际上
以前就已经总结了，但是再次总结
一下，可以把一些遗忘的知识点捡
回来。”王丽老师说。

“第四个重点考前一定要特别
注意，就是不能够固化思维，因为
孩子有的时候做题做得比较多了，
往往就觉得这个题就应该考这个
内容，但实质上中考的考查呈现方
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可能会变化很
大，所以还是要特别关注知识本

回归课本 注重练题

身，而不去关注它到底在什么位置上，
怎么样的一种呈现方式，这是非常关

键的，也是考前孩子们需要注意的一
些事项。”

高路老师介绍，中考语文第一
部分“积累与运用”包括语文知识
的积累和古诗文名句的积累。这
是今年和往年中考在题型上明显
不同的地方。但是对于这一届考
生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学生在这几
年的学习当中，老师们已经对这样
的题型做过指导。

学生在复习的时候，可能涉及
的范围要广一些，但是长春市中考
命题一向都是很温和平稳的，所以
我觉得考生不用太紧张，只要把自
己近几年学习当中一些有关语文
知识的内容能够比较系统、清晰地
回忆起来，心态稳一点，就一定能
取得不错的成绩。题型应该是不
会太难的，学生在复习的时候，建
议多回归教材，教材上出现的基础
知识是考查的重点。

古诗文名句积累题型，这个是
延续了前几年长春市中考语文试

题的常见题型，它在数量上比原来
有所减少，现在我们只考查4道
题。现在考查的纯记忆性的内容
相对都在减少，理解性内容的考查
在增加，希望同学们在审题时能更
加准确地理解老师所设计的题干。

语文试卷上的另外一个板块
就是文言文阅读，总分是15分，分
成课内和课外两部分，今年课外文
言文阅读的分值有所增加，现在课
内是7分，课外是8分，原来是课
内10分，课外5分。现在比较重
视考查学生课内文言文知识积累
向课外迁移的能力。

同学们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
教材上的内容，比较有难度的是课
外文言文的语句翻译，在题量上也
有所增加，以前是只考一个句子，
今年有可能会变成两个句子。但
是，同学们平常都有这方面的大量
训练，我们应该很有信心的。在翻

名师指点迎战中考语文

语文复习时要回归教材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师高路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年级主任、语
文学科教研组长，被评为吉林省骨干
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获得吉林省名
师精英、名师新秀、长春杯十佳教师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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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

译句子的时候要注意每个句子中的
一些关键词语，一定要把这些关键词

语准确地翻译出来，在翻译句子的时
候要做到语句通顺，表意明确。

教材上出现的基础知识是考查重点

今年的现代文阅读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是应用类文本阅读，比如
说明文或者议论文的阅读理解，另一
部分是文学类文本阅读，后者和我们
以前的考查文本形式是一样的。阅
读题的命制一定会考虑到文本的特
征，同学们在中考前复习要抓住重
点，说明文或议论文的相关阅读知识
要准确掌握。比如说明文的说明方
法及作用、说明顺序等等；议论文的
论证方法及作用、中心论点的提炼、
论据的使用等。

文学类文本阅读，以前考8道题，
现在考5道题，都是主观性试题。多
是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来命题，
一定很重视对学生理解能力的考查，
同学们在考场上阅读文学类文本的
时候，一定要充分理解文本内容，把
握住文章中最核心的内容，注意审
题，认真作答。

名著阅读题型以前是5分，今年
提高到了8分，增加了3分。其中的
三道试题可能在题型上会比较丰富，
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问答题等，
这些形式都有出题的可能性。老师
们一定会抓住名著中的重点内容、典
型内容来考查。今年名著阅读复习
对于很多考生来说压力比较大，主要
因为以前中考考查的是中国古典四
大名著，但今年是从12本名著中选出
一部分来对学生进行考查。在初中

三年里，如果学生能够做到对每一本
名著都用心地阅读过，能够牢牢地记
住每一本名著中核心、典型的内容，
应该会很有信心地走进考场。

综合实践题特别注重实践性。
从这个方面来说，对学生的理解能
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要求会更高一些。这个题型历来是
试卷中的一大亮点，也是我们很多学
生和老师期望值很高的一道题。同
学们要审清题干要求，明确实践的主
题，注意每一个环节的要求，大家一
定会答得得心应手的。

大作文中的命题作文，我们倡导
学生书写自己的真实生活，谈出自己
的切身感悟，有真情实感。希望同学
们用心回想自己成长经历中特别值
得记录的一些事情，明确题目中的重
点，能够抓住核心词语，找到写作的
切入点。把自己的真实生活经过文
学加工，更加凝练、精彩地呈现在卷
面上。

最近几年选择写作材料作文的
人数渐渐增多，说明初中生在材料作
文的写作上更愿意接受挑战了。在
看材料时，要找准材料中最核心的内
容，看一看自己是否能够找准中心论
点，把可以做论据的素材合理应用，
并且结合自身生活，写出论述比较严
谨，逻辑思维比较强的文章。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暄 报道

命题作文要写自己的真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