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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4_A52008_c65_571867.htm 1.理性地去做新题。盲目地过

多地做新题，当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更多地可能会带来

越来越多的错题，对考生的信心也会造成挫伤，所以关键是

复习曾经做错的和老师讲过的重点题目，保证自己不再出错

。 2.有问题尽快的问老师、同学，千万不要带着“硬伤”走

进考场。 3.可以有针对性地准备一些作文材料，以便在考场

中做到有备而来。 问：语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学

科，尤其是试卷的前两道选择题总是出错，我可以放弃吗？ 

答：前两道题一般可能会考字音、字形、成语或病句，我认

为还是应该多下工夫，因为这绝对不是一道题两道题的事，

语文是第一个考的科目，这样类型的题又是最开始做的，对

树立信心以及以后几科的考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

不要轻易放弃。 问：孩子在距离考试的这些天还应该做题吗

？ 答：我不建议同学去做更多的新题，考生在临近考试的这

段时间，心态是很重要的，做的越多会出现更多的错误，这

样往往会适得其反。可以把先前做错的题再复习一下，调整

心态，增加信心，这时心理素质的提高要比专业水平的提高

更重要，工夫应下在有必要下的地方，特别是要问问自己，

在上考场之前还有没有没弄清楚的地方，如果发现了，一定

要抓紧问老师或是其他同学，千万不要带着不明白的“问题

”走进考场，以免在试卷上暴露“硬伤”。 问：在临近考试

放假的几天里应该怎样复习呢？ 答：我认为，放假的这段时

间更好的是应该调整节律，也就是说调整自己适应考试时间



，语文的考试是在上午9：00至11：30，那么，考生可以在这

个时间段做语文的题，调整答题节奏，提高思维方式。 问：

孩子就要考试了，我现在心里很慌，作为家长应该为考生做

点儿什么呢？ 答：家长可以帮助考生练习一些默写和背诵，

虽然说这个题目只占4分，但是我认为放弃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几分。有些同学一直认为这4分是一个很

难逾越的障碍，其实只是你不愿意下工夫，高考是很客观而

不存在投机的，有时仅仅因为这几分就会造成很大的偏差，

所以说这4分必须得拿，建议大家要坚持在这个题目上的训练

。 问：我的作文不是很好，马上就要考试了，应该怎样准备

呢？ 答：就作文来说，要想短时间内达到提高是不太容易的

。建议你可以多看一些历年高考的范文，学习人家的结构和

架势。其实，许多好文章并不是结构上的创新，而是材料和

观点上的独出心裁，可以通过从模仿到创新这样一个过程，

来练习作文。 如果想增加文采，可以多看一些李白、杜甫、

司马迁、文天祥、老子、孔子的诗句，或者是举一些课文中

经常提到见到的句子，引用一些简单的事例，需要注意的是

引用时要有错落。例如：“进退之间”这个题目，司马迁，

因触怒汉武帝而被打入监狱，他忍辱负重，选择了“退”；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选择了

“进”；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是“进”也忧，“退”也忧。通过这三者可以看出“进”与

“退”重要的是原则，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是可以无谓“进

退”的。 在材料的准备上，建议家长帮助考生搜集一些相关

的材料，比如这么几个主题，一是环保或可持续发展，二是

祖国统一，三是百年奥运或是奥运与梦想，四是爱国、民生



、雪灾之类的，或是搜集一些豪言壮语，比如，温家宝总理

对空降兵说“是人民养活了你们，你们看着办吧！”等等。

因为在考场上更多的是一个编排和整理的过程，事先要有所

准备，做到有备而来，这样不仅能使考生在答卷时行文更加

流畅，而且还能增强文章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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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