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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冲刺阶段怎么复习？

名师指导各科备考
如何写好考场作

文？怎样精准复习、找
准关键、定制自己的私
人复习计划？在中考
最后冲刺阶段，记者邀
请岛城名师解答学科
重点难点、分享复习提
效方法，给你中考各学
科的备考建议。

臧卫国建议，语文学科中的古诗
理解着眼于重要词句的正确理解，思
想情感的准确把握，典故内容及作用
等方面的巩固；名著阅读着眼于文学
常识、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作品主
题等内容的复习；文言文阅读重在由
课内向课外迁移；现代文阅读要有文
本体裁意识，储备相关文体的基本知
识，阅读什么文本就用什么文体知识
去解答相关问题，把功夫用在对文章
思路的梳理和语言的品味及主题的把
握上，而不是死背答题套路。在写作
方面，建议考生们多对旧文进行修改
训练和列提纲训练，围绕“意志品质”

“情感体验”“心灵觉悟”等内容，关注

自我、关注他人、关注社会和自然，进行
五方面锤炼：炼标题、炼主题、炼选材、炼
构思、炼语言。

语文学科是否要“刷题”？臧卫国表
示可适量练习、错题归档，“对于字音字
形、词语运用和病句辨析以及诗文默写等
基础知识，要坚持‘长流水不断线’的复习
策略，每天保证一定的训练量，力争拿稳
拿牢必得分。”但这不意味着搞题海战术，
要立足课标，明确复习重点。以近三年的
中考试题和各区市的模拟试题为主，进
行套题和专项训练。臧卫国建议同学们
准备一个纠错积累本，将平时以及检测
做错的题用红笔标注，认真进行错因分
析，理出正确的解题思路或答题步骤。

李智颖指出，二轮复习更偏重知
识的模型化、问题的综合化，难度有所
提高，因此复习时不要单纯搞题海战
术、盲目刷题，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有针对性多做某一个类型的题目。做
题的目的不仅限于会做，更重要的是
方法总结，进而举一反三解决一类
题。对于做题中出现的错误，改正的
同时要及时整理到错题本上，一段时
间后再重做一遍，加强落实。二轮复
习还容易走入的误区就是做题一味地
偏难偏怪，李智颖提醒，结合近几年青
岛中考数学题目来看，基础题所占的
比重相当大，不少往届考生中考数学

失误的原因也是在基础题上丢分。因此
建议考生复习时对于较为简单基本的题
目，不要感觉没有挑战性直接跳过，一定
要脚踏实地，切忌眼高手低，还要严格规
范书写解答过程，做到步骤规范完整，不
丢冤枉分。

李智颖建议中考复习冲刺阶段每周
做一份综合试卷，这是因为综合试卷中
的试题考查的知识点和方法不再单一，
需要分析判断综合运用，所以解决起来
难度较大。做综合试卷时，务必定时训
练，按照中考120分钟答卷，找到最合适
自己的答题节奏，树立考试信心，积累考
试经验。

综观近几年青岛市中考英语命题
趋势，崔丽华分析认为：“英语试题加
大了对阅读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考
查力度，阅读文本字数增多，越来越重
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查。例如每年
中考试卷中的两篇阅读表达，就是考
查考生不仅能获取信息，还能加工和
整合信息。新课标在掌握英语 1800
个单词的基础上再加 200 个单词，并
要求活学活用，掌握必备的语法知识，
能正确分析长难句子。对于阅读理解
的考查不再是对阅读材料事实细节的
简单查找，而是考查学生在整体把握
篇章的基础上，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进行推理判断的能力。完形填空题要
求学生在掌握字、词基本用法基础上，
根据上下文进行推理判断和遣词造句
的能力。”

对于英语写作，崔丽华提醒模板
化写作不再适用，要求学生灵活运用
所学的语言知识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
观点，因此在写作时考生要学会发表
自己的观点。崔丽华鼓励考生要善
于解压，狠抓基础题，“中考不是考偏
题怪题的，20%是基础题，70%是中等
难度题，只有 10%是真正的难题。对
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只要抓牢 90%，就
是胜利。”

一轮复习时，同学们回归教材，从整
体上把握课本知识体系，构建了学科思
维导图，做到“心中有书”。冲刺阶段要
巧用思维导图，例如根据生命与健康教
育、法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五大学习主题
进行主干知识的填充，抓住重点内容进
行理解性记忆，专业术语要背准确。对
于易混淆内容，要随手整理在错题本上，
如“核心”“第一”“中心”“本质”等，精准

记忆易错点。道德与法治学科具有时政性
特点，王增红建议考生们平时要多关注时
政热点，并学会用所学知识多角度分析，例
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这一热点，可
以从网络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依法行使
权利等多角度思考，通过分析时政热点提
升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
力。最后根据平时老师讲授的不同类型题
目的答题方法，对自己薄弱的题型进行专
项练习，在审题过程中圈画关键词。

对于历史任何一个知识点的复习，
应将该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因果、意
义，以及涉及的图片、表格和历史文物都
落实到位，将一个单薄的名词充盈完整，
才能将考点扎实掌握。李子凡将历史脉
络分为“经”“纬”两线。纬线，也就是纵
向联系，以时间为线找出相同性质的历
史事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什么变化。
经线，也就是横向联系，即同一个历史时
期或者同一类型的历史事件，在不同国
家的发展、中西方的比较，这中间所涉及
的异同点、国内外背景等就是对于历史

知识的横向联系。
冲刺阶段的历史复习还会以套卷训练

为主，同学们要在90分钟内限时训练，形
成答题速度记忆。历史考试也有许多答题
技巧，如答材料分析题时应先读问题，带着
问题阅读材料；同时也要明确答案出处，是

“依据材料”还是“结合所学知识”；最后根
据分值，明确答题要点数量。在小论文中，
除注意题目、分段、字数、书写等基础答题
技巧外，还要注重史论结合，小论文的结尾
要多点题，提升高度，注重现实意义。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语文
作文备考可对旧文“五锤炼”

臧卫国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语文集备组长，青岛
市语文学科带头人，青岛市教学能手

数学
每周定时做一份综合试卷

李智颖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数学集备组长，青岛市
教学能手，全国优质课二等奖

英语
只要抓牢90%就是胜利

崔丽华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英语集备组长，山东省
特级教师，青岛市英语学科带头人

物理
实验评估题不丢分有方法

白中英 青岛大学市北附属中学物理教师，青岛市初中物理学科骨干教师

白中英强调，同学们要根据一模考
试反映出的问题，找出自己的知识漏洞、
薄弱点和易错点，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通过
老师的讲解，理清基本的物理概念和规律，
找到典型问题的解题思路、方法和技巧。最
后要精练，有针对性地做典型练习，不搞题
海战术，以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
实验题是中考的重要题型，其中实验评

估方面普遍失分较多。实验评估就是讨论
实验的可行性、误差大小分析、探究方案的
改进等。解决的方法一是在训练实验操作
时，进行“非常规”的操作，比如测量滑动摩
擦力时，沿斜向上拉动木块和水平拉动木
块作对比；探究液体压强时，把U形管倾斜
放置和竖直放置作对比等；二是通过变式
题积累，借鉴近几年其他省市中考题，来提
高自己的能力。

物理情境题找到知识“原点”
张树宁 青岛启元学校理化组教研组长，青岛市教学能手

“复习过程中的习题训练都是‘检
验性测试’，目的是查漏补缺、寻找思
维或知识的漏洞，所以做完一套卷子
后的重点是错题的归纳整理，分析题
目的错因、关键点、思维障碍点，搞清
楚是知识结构不完善、思路方法不对，
还是概念相互干扰等问题，进行归类
总结，规范解题思路和解题过程。”张

树宁建议，中考命题常用新的情境来包
装物理知识，在面对这类新型情境时，同
学们要冷静阅读题目，真实地理解具体
情境，将关注点由“陌生”的情境转向“熟
悉”的物理信息和线索，将思考、分析“回
归”到相关物理知识的“原点”上，建立正
确的物理模型，依据适当的物理逻辑进
行“顺势推演”。

化学
密切联系实际检验知识能力

陈金花 青岛启元学校化学集备组组长

陈金花指出，同学们应掌握各章节
知识要点，掌握几种重要气体化学性质
和制取，掌握化学实验的操作以及身边
生活中的化学等。“要善于从自己的实际
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复习和解题
训练，做完练习题后要进一步思考：该题
考查了什么基础知识，其本质特征是什
么，都有哪些知识之间的互相联系，还有
其他更好的解法吗？”陈金华介绍，化学
科目的典型习题包括题型的典型，例如：
信息题、探究题、开放题，也包括每个知
识点中的典型习题，这些习题更要强调

一题多解，从方法上领会解题过程中的审
题、破题、答题等，以培养良好的思维品
质。

陈金花建议同学们要特别关注衣食
住行、环境能源、材料科学、医疗卫生等方
面的化学现象，并能将学过的知识迁移，
解释或解决这类简单的问题。因此在复
习过程中要紧密联系实际，选择环保、生
态平衡、生活健康、化工生产、高新技术、
资源和能源等社会广泛关注的题目，以检
查自己对所学化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和运
用化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道德与法治
多角度分析时政热点

王增红 青岛大学市北附属中学道德与法治教师，
市北区优秀教师、教学能手

历史 “经纬线”贯通历史知识
李子凡 青岛启元学校历史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