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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才是个人的，如果一味地记住方法，而不去审视自

己，发现自己的问题和弱项，再多的方法也未必能收到理想

的效果。 许多高三学生学习很努力，方法也没什么不对之处

，但是成绩没有起色，还是以前老样子；有些同学抱怨说难

题差不多都做了一遍，但考试时碰到同样的题还是会犯错；

有的同学一进考场就犯怵，全无平日状态⋯⋯遇到这些问题

怎么办呢？本章，我们针对同学们高考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一一给予解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为什么会做的题不

一定全做对？ 指路高手：康静 很多时候，我们会做的题不一

定能全做对，做对的题也不一定能拿到满分。很大一部分原

因就出在没有研究答案。研究答案是提高学习成绩的一个重

要环节，这一点在语文和文科学习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怎样

用最简明准确的语言将你的意思表达出来？这也是一门学问

。我认为，短期内有效的方法就是研究参考答案。答案中所

体现的答题思路、表达方式都是我们要尽力模仿的，将自己

的答案与参考答案相比较，从中发现不同之处，改起来也就

有了明确的方向。 为什么一到考试我就总有一种畏难情绪？ 

指路高手：康静 正确对待每一次考试。高三的大考一个接一

个，且每一个都有它重要的理由，往往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对于这些联考、调考，千万不要畏惧，而要把它们当成暴

露问题的绝好机会。要知道，平时考试错的越多，暴露的问

题就会越多，问题被解决的就会越多，高考时出现新问题的



几率就会越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感谢平常的每一

次考试，是这些考试给我们提供了高考练兵的机会，是这些

考试使我们在一次次跌倒后又一次次重新站起，最终达到光

辉的顶点。 高三是否必须开夜车？ 指路高手：傅必振 很多同

学觉得到高三了，再不努力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长，所以

想通过开夜车来实现自己努力的“意愿”。其实这是绝对错

误的想法。高三时我起床的时间是早上6：00，睡觉的时间是

晚上10：30，另外中午还要睡午觉，每天保持七个半小时以

上的睡眠。虽然每晚入睡时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没做，但我会

强制自己睡觉，反正明天做也一样(可能在某些人看起来有点

“阿Q”)。既然我觉得很疲劳了，我为什么不尽快“充电”

呢！如果已经想睡觉了，再多做点作业也是徒劳，还不如第

二天精神饱满地去做更好，效率更高，掌握也更充分。 高三

理科是不是题海的同义语？ 指路高手：傅必振 作为一个理科

学生，高二时我也曾以为高三是题海的同义词。直到进了高

三，我才明白原来理科讲究的是“效率”，是“方法”，而

不是“数量”。题不在多，有代表性则灵。想必同学们都知

道数理化《题典》，就是把几乎所有的题都收录其中的教辅

书。我从来不买这样的教辅书，而是精选那些有代表性的书

做。尤其像数学和物理这样的学科，往往都需要把大题分解

成小过程，再连接起来就行了，所以，掌握这些小过程(例如

数学“求复合函数的定义域、值域”、物理“力的分解”等)

十分重要。平时练习一味地做大题、做难题往往会使自己不

知所措，而细节却没有掌握好。 什么是好题呢？融合了多个

小的基础的过程，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分解的题目就是好题。

做这样的题目对自己才有帮助，不仅训练了基础知识，而且



又提高了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所以，理科生不是做题越多

越好，而是越精越好。 可能有些同学是因为自认为记忆力不

好而选择了理科，但是这种理科不背书的观念不完全正确。 

哪科最需要背书？语文、英语背书固然重要，但我也很重视

理化生的背书。高考中有一类题目是这样的，只要熟悉课本

就能做对，否则只能蒙。大家不妨计算一下，高考中物理考

课本原文的题目涉及光学、热学和近代物理初步，至少会考

到2个这样的选择题，化学有涉及无机硅酸盐工业、石油化工

等“冷僻知识”的至少1个选择题，生物也至少会有1个考课

本原文的题目，因此理科综合中至少有4个考背书的选择题，

按现在的高考题型设置，每题6分，总共有24分，这些分数拿

起来很容易，丢起来也很容易。 高考这年的五月我特意给自

己制订了一个看理科课本的计划，而这也帮助了我的考试。

碰到这种类型的题目，不再会觉得似懂非懂，这就是看书背

书的好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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