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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中职教研室 张凤艳 中考就要来临了，面对众多的考试科

目，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地完成复习任务是每位同学都

非常关注的问题。下面我针对数学科目谈一些复习方法，供

大家参考。 一、复习有计划，重点要突出 同学们都知道，各

种考试的题型无论怎样变化，其着眼点都是考查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今年中考试题按易：中：难=3：5：2的比例，这

就为大家的复习指明了方向。在明确复习方向的基础上，我

们还要弄清楚每一个知识点要解决怎样的问题和最后要求达

到怎样的层次，这些层次包括了解、理解、掌握、灵活运用

、经历(感受)、体验(体会)、探索等。同学们不仅要做到在应

用基础知识时熟练、正确和迅速，同时还要依据复习目标及

老师的复习安排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复习计划。 一般情况下我

们要进行三个阶段的复习，即：系统复习阶段、专题复习阶

段、模拟训练阶段。复习计划还应该包括时间的安排、复习

的方法、要解决的问题、预期要达到的目标等等，尤其要突

出复习的重点，这样你的复习就有了针对性,从而提高复习的

效率。 二、课本是主线，参考不可少 同学们要牢记：复习一

定要以课本为主，中考有些基础题本来就是课本上的原题或

改造，所以必须深钻教材，决不能以参考书和复习资料代替

课本。但是课本复习不等于是对课本知识的简单重复，而是

要对教材上的知识加以概括、提炼和归纳。中考试题总体分

析来看，基础性的要求加强了，但能力要求不低，其加强能



力考查的主要途径就是提高知识的水平化考查，提高知识的

灵活运用，因而复习中不要过深、过难，应梳理基础知识之

间的联系，特别是课标下的新教材编排有“螺旋上升”的优

点，也有知识点分散的缺点，所以要做到理清知识结构，由

知识点连成线，再由知识线编织成知识网，然后再将知识网

按照其内在的联系从纵横两个方面加以比较，形成自己对知

识的整体认识，以达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构建出系统化、

条理化的知识体系。 成绩好的学生还应加强各模块内部的整

合，更要去寻求各模块的交叉点、中间地带，有区分度的试

题往往就出自这些地方。 学习困难的学生应多做教材中的例

题或习题，并注意解题方法的归纳和整理。这样我们就能全

面、系统、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从而能够灵活运用它们解

决相关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充分发挥参考书和复习

资料的作用，使所学知识有施展、检验的平台。 三、训练要

适度，反思见提高 同学们要注意，在复习中特别要把握好每

一次考试的检验作用，及时地发现自己知识上存在的漏点和

疑点，思维的盲点、能力的空白点，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强

化训练。同时在训练时还应注意加强速度和正确率的强化训

练。中考命题采取了客观题起点低，减少运算量的办法，以

便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完成解答题，充分发挥选拔功能的作

用，这就需要我们在速度、准确率上下功夫，定时定量强化

训练。 在训练之后对于有价值的题目还应该进行反思，总结

题目考查了哪些知识点，每个知识点是从哪个角度考查的，

题目考查了哪些数学思想方法，本题有哪几种解题方法，最

佳解法是什么？有没有同此题相关的问题？当自己出错时，

是知识上的错误还是方法上的错误，是解题过程的失误还是



心理上的缺陷导致的失误。这样可以切实解决“会而不对，

对而不全，全而不美”的问题。因此，我们做一题，就要能

够会一片、通一类，从而避免“就题论题”，陷入“题海战

”。这样，不但节省了复习的时间，还逐步提高了自己分析

综合和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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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