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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BB_E4_B8_AD_E8_c64_188330.htm 目前，北京市各区

县所使用的数学教材有三种版本，但是应对的都是同一种考

试，这对于学生而言是个难点。近几年，“新课标”卷的适

用范围在逐年扩大，但总体来看，基本都维持了上一年的考

试情况。从今年的中考说明来看，考试的本质变化不大，言

外之意就是大体上延续往届“新课标”考卷的形式和难度。 

无论使用哪种版本的教材，中考最终都需要以中考说明中明

确的基本概念、知识、方法及技能为准，要求考生必须掌握

而且能够灵活运用。初中三年，可以说前两年半的时间，学

生都以“模仿”为基本的学习状态模仿教材、模仿教师，而

剩下的半年特别在最后两个余月的时间内，分专题提升能力

，把知识变为自己的是中考数学复习的关键。而这部分，就

更多需要学生自己进行，更好地理解知识并应用。 目前，北

京各区县使用的教材有三种版本，面对同一试卷，对学生而

言是个很令人担心的问题。近两年，“新课标”卷适用范围

逐年扩大，总体维持着稳中有变的态势。从今年中考说明看

，考试实质变化不大，仍延续往届“新课标”考卷形式与要

求。无论用哪种版本教材，中考都要以新课标和说明中明确

的概念、知识、技能及方法为准。 不同层次学生 应设定不同

备考目标 每位学生对数学的认识水平与学习水平都不同。中

等生缺乏对知识认识能力的提升；成绩好的学生会因各种原

因，对个别知识点不理解或存在审题失误。为保准确率学生

更要适应不同出题角度，提高解题适应性。成绩稍差的学生



则更要理解主要概念。代数方面，凡同方程、函数、不等式

等相关的知识都要掌握；几何中涉及的图形性质、基本关系

也是必需掌握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格。 临近中考，

除备考阶段教师提示的方法外，考生更要明确自身弱点，针

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有目的地做准备。成绩好的学生

也同样不能面面俱到，在相对弱的方面加以强化。中等学生

更要如此；数学不很好的学生更要掌握基本关系、运算和知

识简单应用。 对于难题，专家认为，求解水平是三年积累的

结果，在最后时间临阵磨枪虽能有“见光”机会，但出现的

几率却十分小。相比而言，中等生的提高速度是最快的，成

绩好的学生每提高一分都很困难，必须选好点，突破了才可

能提高。中等生要解决自身最主要的问题，如计算，力争不

失分。成绩较差的学生，对以往掌握比较模糊的知识点更要

一一进行梳理。 以“新课标”和考试说明为准，将错题归因 

对以往的错题，考生要重视，分清原因，根据不同情况有针

对性地训练。对今年中考数学，学生复习时应以新课标和考

试说明为准。在备考最后阶段，考生要冷静思考，在规定的

重点基础上梳理知识。 新课标与考试说明涉及的知识点都很

重要。备考时考生不应刻意强化练习，无论试题如何出，都

离不开基本知识、技能及方法。只要明确问题是如何用、在

什么情况下用及用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了

。 好的心态是理想分数的一个依托 客观讲，数学相对其它学

科，在中考中可能起到“拉分”的作用。数学是对学生三年

知识积累的考查，是运算能力、图形识别与变换、空间想象

、逻辑思维能力的考查，能力的高低通过分数能够很真实体

现出来。以往，学生习惯各区统一出题考试，每次统一命题



都是很有必要的。针对性较强的指导，由于中考是全市统一

考试，每道题对学生而言都是新题，考生能否得高分，押题

与猜题的可能性很小，更多要看学生的实际水平。不排除个

别失误，学生体现的都是最真实的水平。 从现在开始，建议

学生调整心态。不管本身处于哪个水平段，考生都应有这样

的心态:在120分考试中，对满分可能性予以估计。满分不可能

人人能拿到，但要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尤其对成绩好的学

生，如果自始至终都把心态调整，不容自身出现失误，那么

考场上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心慌，影响实际水平。 另外，在

最后的备考阶段，考生参加各种练习后，都要做一些必要的

统计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对考试时间的统计，各类型

题的解答需要多长时间内完成，自己要心中有数。另外，一

旦试题的前部分就出现了不会做的题目，要学会计算分值，

并做相应的取舍，不要因为答卷节奏混乱而影响全局。更不

要因为一道可能只有4分的题目耽误时间，由于考试是有时间

限制的，因此，题目的数量设计是与时间相匹配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