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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严重 杨先荣(青山区红钢城中学初一语文备课组长、2005年

参加中考阅卷) 失分情况 从去年阅卷情况看，失分主要因以

下情况： 1.书写不规范。去年阅读题文字表述部分，一些考

生字迹非常潦草，阅卷老师只能靠猜测判断。 2.答题思路不

清晰。很多考生没按题目要求答题，有些是没看清楚题干，

还有考生没耐心读完整篇文章就开始答题，造成答非所问。

3.作文没有完篇。去年阅卷中，这种失分情况较严重，有些

考生时间安排不合理，打腹稿和写提纲时间过长，50分的作

文只写了一两百字，只得了十几分。按去年标准，只要作文

写完整且不偏离题意即可得到30分以上。但是，开头和中间

写得再漂亮，没完篇也只能得到20分左右。 4.审题不清，作

文跑题。去年题目是以“水”或“感恩”为话题作文，有些

考生把“感恩”简单理解成“感激”，写“水”也很平淡，

没写出水与生活的联系，审题方向偏离，与题目要求相去甚

远。 答题建议 考生要从容镇定，答题时越心慌笔尖越不流畅

，字迹就不由自主地潦草，可通过喝水、深呼吸等进行调整

。 阅读题要看懂文章再动手，回忆平时老师的讲解，会对打

开思路有启发。 留一小时写作文，作文可写个简单提纲，审

题时间以3~5分钟为宜，加上列提纲一共不要超过10分钟，否

则可能导致不能完篇。 ◆数学 盲目求快，会做的题也丢分 付

威华(洪山区鲁巷中学初一数学教师、2005年参加中考阅卷) 

失分情况 1.审题不清，看掉或看错题目中的条件，还有考生



做几何题时把结论当条件用，完全不能得分。 2.基本计算错

误。同一个算式，有些考生在前面的题目中做对了，但在后

面的题目中算错了。 3.书写不规范，甚至写错字母和数字。

阅卷中发现“E”和“F”、“D”和“O”、“7”和“1”不

分的大有人在。 4.盲目追求速度，准确率很低。如客观选择

题，一些考生连选项都没看完，凭感觉选了答案。 答题建议 

心里有把握的题目要尽量做对，拿到该拿的分，不要想抢时

间做完所有的题或去攻克最后的难题，防止得不偿失。 客观

题看完选项后再确定答案，今年新中考取消了AB卷，增加了

一道计算和证明题，考生应合理分配时间。 碰到不会做的计

算和证明题不要轻易留白或瞎写，应根据题目给出的条件顺

着往下推理，步骤写仔细，这也可能得到一些分。 ◆英语 不

敢下手，书面表达交白卷 王红梅(洪山中学初一英语教师

、2005年参加中考阅卷) 失分情况 中考英语书面表达，阅卷中

发现以下几个错误： 1.读题不仔细或没读懂所给材料，理解

有误，有些考生文章写得很长，却没写全信息点，还有考生

画蛇添足，在信息点以外添加与题目无关的内容。 2.时态误

用。如题目要求写通知，本来要用将来时，有些考生却写成

了过去时。 3.表达不准确。阅卷中发现不少考生单词拼写错

误，使用中式英语，有些甚至生硬地把单词排在一起，这明

显要扣分。 4.卷面不整洁。有些考生没安排好时间，卷面上

乱涂乱抹，还有喜欢单词用连写，字迹难以辨认。 5.迷信经

验，以为猜中了题。书面表达的选材贴近学生生活，复习时

肯定都接触过，但考试时题目会有变化，比如去年的题目很

多考生以为做过，凭经验信手写来，但没注意题目中时态发

生了变化。 6.信心不足。阅卷中发现有的考生没写完，有的



干脆不写。考生不要害怕写不好，即使出现一些大小写和标

点符号等用得不当，扣分也不会很多，要敢于下手。 答题建

议 考生应当写好简单句，不鼓励用过于复杂的从句和复合句

。把握准时态，紧扣给出的信息点适当发挥。时间充足的情

况下，最好先打草稿，这可以发现不少错误和查出没有注意

的地方，卷面也干净。鼓励使用一些好的词组，应按要求合

理安排书面表达的字数，不宜超出或少于规定字数过多。 ◆

物理 答题卡填涂错位，冤枉丢分 严幼群(洪山区英格中学初

一科学教师、2005年参加中考阅卷) 李江霞(青山区红钢城中

学初三物理教师、2004年参加中考阅卷) 失分情况 1.答题卡填

涂错位。选择题题号与答题卡未对应，一错一大排，还有考

生未将试卷上的答案转填到答题卡上，也造成冤枉失分。 2.

审题不认真，漏掉重要条件，答案出错。 3.很多考生在填空

题中对物理主干知识点的表达不准确，还有考生的答案忘了

带单位。 4.解题不规范。特别是计算题中，有些考生没有必

要的说明文字和公式，或者运算时不带单位直接计算。 5.思

维定势难改。在图象题和表格题中，考生受制于平时的习惯

，把横纵坐标弄反了，还有考生把物理题当成数学函数题做

，少数考生对刻度的划分观察不细致导致失分。 答题建议 题

目最少读两遍，重视关键字眼，可用铅笔适当做记号，以提

醒自己。做完试卷后要注意检查答题卡是否填涂正确。 ◆化

学 平时用惯计算器，考试易出错 胡亚林(江夏区第一初级中

学化学教师、2005年参加中考阅卷) 失分情况 1.审题不细心，

答题不规范。考生不注意题目中的限定条件，答案不完整，

只答对了一半，有些考生甚至把关键化学名词(如“催化剂”

几个字)写错了。 2.计算能力不高。一些考生平时用惯了计算



器，考试时不能使用计算器他们就感到不习惯，一些基本的

计算本来不复杂，由于平时缺少训练，他们不会简化算式靠

死算，导致运算过程非常复杂，最后结果还是错了。 3.基本

的解题技巧欠缺。如推断题，很多考生没有养成将题干的主

要内容转移到草稿纸上进行分析的习惯，而仅凭看题思考，

很容易在解题中忘记部分已知条件，致使推断失误。 4.做完

题目没有验证。有些题的结果可能有多种情况，而很多考生

因为没有验证的习惯，得出一种结果就不管了，最后得不到

全分。 5.看掉题目。少数考生出现看掉整页试题、空着没做

的情况。由于理化合卷，试卷比较长，考生务必在拿到试卷

时就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做到心中有数，做完后及时检查。 

答题建议 答题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理化合卷，一般物理

的最后一道题会比较费脑筋，有些考生花了大量时间还是没

有做出来，即使做出来了，带着混乱的思维再来做化学题，

一些简单题也容易出错。因此，考生不要管哪个学科，一定

先把会做的题目做完，再回头攻难题。 答题一定要用化学学

科语言，在时间安排上，建议物理花约70分钟，化学约50分

钟。 ◆政治 答题用语切忌像拉家常 任能文(江夏区第一初级

中学一级教师、2005年参加中考阅卷) 失分情况 1.部分学生的

基础不扎实，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落实不到位，导致答题过

程中出现答案不完整，或因知识混淆而造成失误。 2.堆砌答

案现象较严重。有些考生习惯于照搬教材现成结论或老师为

猜题押题编制的解题资料，不能根据试题所给材料经过分析

、归纳正确答案，造成答案繁而不简，多而不精，只抓住个

别要点长篇大论，造成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其他要点有时还

被遗漏，造成失分。 3.思维广度不够，不能从多角度、多层



面考虑问题，答题要点不全。 4.答题不规范。从阅卷过程看

，许多考生没掌握答题技巧，如习惯用口语化的语言答题，

像拉家常，而非政治学科术语，难找采分点；另外，一些考

生不能看分答题，有些题只1分，却回答很多内容，2分的题

却三言两语就完了。 答题建议 审题认真细心，审材料抓住关

键词，审问题明确答题要求，简答题提笔后不可抛开材料，

直接抄知识点，而要仔细阅读材料，领会材料中关键词，找

出“题眼”所在，用精练的语言对材料进行概括和评析，鲜

明亮出观点。 ◆历史 写错字丢分可惜 何林(洪山中学历史教

师、2004年参加中考阅卷) 失分情况 1.字迹不工整。本来答案

的字数就不多，有些考生答题时字没有写清楚，给阅卷老师

很不好的印象。 2.答题用语不规范。一些考生答题不用学科

语言，甚至写错专业名词，整个小题无谓失分。 3.审题不清

。历史科目题目都比较灵活，给的材料很多，题干动辄两行

，因此彻底读懂材料，抓住考查的知识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4.出现错别字。历史科目两个主观题，有考生出现小错误如

错别字，使本来到手的分丢掉了，着实可惜。 答题建议 答题

时，知识点要回答全面，不要遗漏，也不要答多了。组织答

案务必层次清晰，语言力求简练。考生应根据所给材料用知

识点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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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