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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95_B0_E5_c65_226549.htm 有考生说，数学靠的

是平时的基础，临近高考就不用复习了--这是一种误区。现

阶段，考生一定不能放松对数学的复习，懈怠了就会生疏。

考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天给数学保留一定的复习时间。

在高考前不到20天的时间里，数学复习应侧重于整理数学考

卷，把一年来做过的试卷重新拿出来，每天做一套试题，保

持做题的感觉。若以前留有数学笔记的话，最好也拿出来，

结合老师讲的试题再认真做一遍。这样，有助于发现自己的

弱项、常错的题型。查漏补缺，加深记忆。 助力专家：赵莉

、曹旭光 重新演练书中例题 万变不离其宗。教材永远是考试

所依据的源泉，掌握教材所确定的知识方向至关重要。对于

数学科目，许多考生往往一看就懂，一做就错。因此数学复

习必须要动手做题。 书上的典型例题尤其是章节总结中的“

例题”特别值得考生注意。每年的高考数学试题中都有相当

数量的题目是将课本上的题目直接选用或稍作修改，合理整

合而得来的。所以，建议考生认真演练课本上的典型例题、

习题，并真正领悟其中的知识和方法。切实抓好基础知识和

基本训练，理解概念和公式，构建好高中数学基础知识网络

，加强系统记忆。 小提醒：在这临近高考的日子，应注重通

性通法，不能一味钻研偏、怪、难的题目，否则就会产生否

定自我的想法，影响自信心。因此，回归课本，立足基础尤

其重要。这样不仅能夯实基础，还能鼓舞考生的士气。 重点

记忆课本习题 除例题之外，在这段时间的复习中，考生可把



课本上的习题再过一遍，尤其是立体几何。许多考生不愿意

看课本，觉得课本简单，其实不然。能够记住课本例题、习

题中的一些重要结论，能在高考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遇

到小题就可以直接运用，如果遇到大题，则可将此结论作为

解决问题的“驿站”，将之论证后继续下面的解题步骤。 比

如说，“从一个角的顶点引这个角所在平面的斜射线，使斜

射线和这个角两边的夹角相等，求证斜线在平面内的射影是

这个角的平分线所在直线”，这是课本上的一道原题，考生

在求证完成之后，可以将这个求证出的结论当成“定理”记

住，在高考中需要时拿来就用，当然，在大题中使用时仍需

写下求证过程。答题时可根据时间和答题步骤所占比重来确

定是否写推论步骤，并非所有题步骤越详细越好。 再比如，

此处有数学符号若干，暂略去。回头提供纸笔文稿。 小提醒

：立体几何中每道习题的结论都十分重要，在高考考题中，

或许改变条件或许改变结论，原来课本上的习题就摇身变成

了高考的辨析问题。对这些结论，考生可根据自身能力酌情

记忆。 做旧题效果好于做新题 在翻看笔记时，考生不妨动笔

做一做老师在一、二轮复习中选出的典型例题；还应重新翻

看自己的错题本，把错过的题再做一遍，在现阶段的复习中

，做旧题的效果好于做新题。许多考生认为自己错题是因为

马虎，其实这个归因太简单，往往并不准确。错题暴露出的

是知识上的漏洞、是思维上的缺陷。因此，每次练习后，必

须要反思。 考生一定要思考题目考查的知识点与方法，多问

自己几个问题：本题考查了哪些知识点，怎样审题？怎样打

开解题思路？主要运用了那些方法和技巧？解答错误是知识

上的、逻辑上的、方法上、还是心理上或策略上的原因？从



多角度去联想类比，保证知识之间形成系统网络，以便在以

后的练习与考试中有效避免类似的错误，真正做到有题及类

，触类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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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