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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高低而是水平发挥的高低，而影响水平发挥高低的重要

因素是考生的心理状态。一些学生怕考不好，受家长、老师

的批评，被同学瞧不起，考试焦虑就会增强，造成心理和身

体上压力过大。还有一些学生由于从小娇生惯养，依赖性强

，缺乏独立的性格，导致焦虑，害怕困难。一些考生由于缺

乏自我疏导的知识和能力而导致一系列的身心不良反应，当

遇到某一挫折袭来时，就会感到心跳加快，出虚汗等明显的

身体症状。 事实证明，考试焦虑程度越高，学习受影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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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欠缺就充满惰性，通过模拟考试看到的差距不是坏事

，差距催人奋进，要变自暴自弃为自觉自律； 2.正面维护考

试的意志。无意志力就会委靡不振，困顿的安顿者是自己，



学会给以自己心理援助，要变自卑自怨为自信自强； 3.正面

强化考试的理想。没有理想就没有精神支柱，挫折是成长的

催化剂，要变自高自大为自尊自省。 考生不要对考试的科目

、模式过多地考虑和挑剔。对待高考试题要迅速把握试卷的

全貌浏览、统观、估价；不可忽视细微末节细致观察，不遗

不漏；排除无关干扰筛选信息，把握要求；利用中介联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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