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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8_AF_8A_E6_c65_106248.htm 学生语文考试中的不

良答题习惯 考试分数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决定的。除了能

力、知识、技能、技巧和心态以外，良好的答题习惯也不可

忽视。在长期的教学与监考实践中，我们发现不少学生不注

意养成良好的答题习惯，从而造成过失性失分，甚至影响前

途，遗恨终生。以下以语文考试为例加以说明。 一、 验收试

卷不认真，匆忙作答。 考前五分钟，学生得到试卷后，首先

应该验收试卷：科目、张数、页数、题数，有无漏印、破损

、污毁等异常情况，确认无误后，才开始下一步的工作。常

有学生出于抢时间的心理，不顾此时不得答题的禁令，匆忙

开始作答，到后来发现各种试卷异常，必须更换试卷，白白

损失了宝贵的考试时间，影响自己的心情，得不偿失。 更有

甚者，蒙头作答，下得考场，才知末页有题，而自己根本没

注意，白白丢分，悔之晚也。 正确的做法是：依照规则行事

。写好密封线内项目后，停笔翻看试卷，了解其大略：题数

、题型、分布，对重点的题如作文先用时间细读一下，让其

在头脑中“发酵”；然后，大致划分自己的作答顺序，作到

对整堂考试的应对策略心中有数。学生若能照此长期坚持，

按部就班，还可起到缓解考试紧张的作用。 二、 分配时间不

适当，书写潦草。 语文试卷150分钟完成150分的题，基本上

是1分钟做1分的题。时间分配的基本原则是：适度从紧，稍

留空余。选择题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力求在35-40分钟完

成；而除作文外的主观题，要用足40-45分钟，尤其是鉴赏题



、语言运用题（如仿写）要充分用足时间，但也不能久拖不

决；作文用时一般在45-50分钟，其中审题不得少于5-10分钟

（这里实际还有构思拟提纲的时间），想好了再写，不能写

到一半发现离题万里，又才推倒重来，真正想好了，40分钟

足够写出一篇800字的文章。 这样，第一卷就可以空出5-10分

钟，作文时间可以空出10-15分钟，于是，整份试卷完成后就

有15-25分钟的最后检查时间。 注意了这一点，就能避免为赶

时间书写潦草、隐性失分的毛病，也不至于空出太多时间，

无所事事。 三、 阅读题面不仔细，定势思维。 长期大量的模

拟题训练，对提高学生解题能力无疑是有效的，但也容易造

成学生的定势思维：习惯于认为某知识点的题型考法就是固

定的某种模式。而在考试时，一旦出现的题目稍有变化，学

生很容易死守老套，上当受骗，造成失分。 因此，在考试时

，一定要提醒学生：认真细致的阅读题面，绝对不能出现把

“选不正确的一项”看成“选正确的一项”这类失误，尤其

在第六大题（语言运用题）这一块“试验田”里，由于命题

人常在此出新求变，故答题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提示语指令进

行，绝不能按以前定势想当然作答。 如一次考试第25题是“

仿照下面 ‘读历史’或‘读大海’的写法，以‘读 ’为题另

写一段话”。试题指令是“或”，即仿照两种中的任意一种

。有的考生却误认为两种都要仿，而且去思考“读历史”和

“读大海”有什么逻辑联系，费尽心机，误时丢分。 四、 答

题程序不熟悉，懒打草稿。 有许多学生认为，语文考试不同

于数理化，无须计算，所以可以不用打草稿。其实，很多语

文题是必须打草稿的，因为它要求准确、精练。虽说现在多

数简答题已经取消字数限制，但我们在做鉴赏题、文言翻译



题、现代文阅读简答题、仿写题、语段压缩题时，仍然应该

打草稿。有的学生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不起作用，却在答了

一段文字后，发现自己已经把答题空白填满，还没有说到点

子上，于是又来添改补充，把卷面搞的很不美观。既如此，

何不先在草稿上写好改好，再一气呵成作成一语中的精美简

练的答案呢！ 更值得一议的是作文。考场时间紧，作文不可

能完全拟好草稿再重抄一遍，但是也应该先画好“蓝图”，

再“按图施工”。这样才不至于搞成“三边工程”（边立项

，边设计，边施工）。当然，作文草稿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

。有人喜欢打腹稿：袖手于前，疾书于后；有人喜欢拟提纲

：起承转合，详略正反，了然纸上，决无大误。在此，我们

推荐“拟提纲”的作法，毕竟多数人的思想是“想不清楚，

写下来才慢慢清楚起来”的。无论如何，那种不打草稿，写

到一大半才发现“立题万里”的人，最是愚蠢！ 五、 答题规

范不遵循，答非所问。 有的考生答题，由于心中无数，喜欢

下大网。尤其在鉴赏题上，总是把“中心明确，语言优美，

首尾呼应”之类的话一股脑铺在卷子上，希图“碰”上一点

分。还有些人，老怕遗漏要点，总以为答的越多，就是越全

越好。 殊不知，阅卷老师大多反感这种做法；更何况，言多

必失，有时答案中的话写多了，反而把正确的要点淹没了，

否定了，得不了分。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训练中，就一定要

注意掌握答题规范：一是要学会规范答题用语，如解答古诗

鉴赏题，就必须了解古诗按题材划分的类型、表现手法的种

类、不同的语言风格特点等；二是掌握“问什么答什么”的

原则，力求不枝不蔓，简明正确，如问“在文章结构上起什

么作用”，就只能从铺垫、过渡、照应、跌宕、深化等角度



去答，而不需要回答在中心、内容等方面的意义。 六、 自身

特点不了解，扬短掩长。 学生经常在考试以后的总结中，提

到自己的许多缺点错误，如粗心、慌张、遗忘、动作慢、思

维短路等。其实，这些问题（有的不算缺点，而是人所共有

的在重要时刻就会出现的正常心理反应，如慌张，暂时的思

维空白）更应该在考试前想出相应对策，针对自身个性特点

，扬长避短，以避免考试中出现大的失误。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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