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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复习，取得最佳效果，是所有考生的一个共同的心愿。但

是，事实上由于个体的差异和方法的不同，复习效果相差很

大，由于方法失当造成的损失更是不容忽视的。每年都有很

多考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比别人勤奋，而成绩老

是没有明显提高呢？”有这样疑问的考生除了学习方法需要

调整之外，还要注意自己是不是陷入了以下几种复习误区：

误区一：对自己没有较准确的定位，好高骛远。很多考生对

自己的实际能力没有清醒的认识，高估自己的水平，在复习

过程中一味地钻难题，忽略基础知识，追求巧解偏题怪题，

忽略通性通法。其实，能力是在掌握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与基本方法的前提下逐渐形成的。现行高考中对基础知识的

考查占７０％，这就要求考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抓基础，只有

根基牢固，才可以谈提高能力。 误区二：面面俱到，一味求

全。对于每个考生而言，无论从全局的角度，还是从单科的

角度，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况且，由于高考试卷受卷面

、考试时间的限制，不可能涉及所有知识点，必定是有重有

轻，有主有次。因此，考生在备考的过程中，要注意对重点

知识的复习。重点突出，主次分清，复习效果才会好。 误区

三：学习无计划，盲目跟从老师。高三复习一般有近一年的

时间，学生要做很多事，学习巩固知识及提高能力并重。老

师是按全体学生的水平为标准进行复习指导的，但考生之间

的基础有差异，学习方式和理解能力不尽相同，所以每位考



生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拟 定出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明确

每天的学习任务，合理地安排时间，且一定要完成计划。 误

区四：零敲碎打，死记硬背。高考题目的设计思想常常定位

在知识与知识之间的横向联系以及各类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应

用上。在第一轮复习中，一定要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并且学会归纳总结知识点和常用的基本方法，了解各部分

知识之间的联系与转化，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综合能力提高

和知识的灵活应用。 《考试大纲》忻确指出了减少记忆型的

题目，增加能力型、应用型以及综合型的题目。靠死记硬背

、牺牲速度换取高分的时代不存在了。在复习过程中要注意

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误区五：题海战术，追求数量。有这

种错误思想的考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做题越多，见过的题

类就越多，对解题越有利。其实，并不是做题越多越好，多

买几本参考书就能产生效果。题是要做，但要有针对性地做

题，明确思路，掌握规律，熟悉方法是最重要的。若做到一

题多解，举一反三，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去做题，

学习成绩会提高更快? 误区六：审题粗心，解题方法僵化。解

题实践表明，条件预示可知并启发解题手段，结论预告需知

并诱导解题方向。解题之前认真读题目，正确领会题意，通

过思考仔细推敲，抓住问题的实质，从题目本身获得尽可能

多的信息。有了一审慢才能有二做快，审题不细致，不全面

，必然会导致快解不快，甚至出现错解或误解。所以要做到

审题慢而细，做题快而准。 在解题过程中，往往会思维定势

化，只以单一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不能从多角度、多层次

、多方面去考虑问题，把特殊问题一般化，或把简单问题繁

杂化。如果在学习中注意掌握多种解题方法，掌握多种解题



思路，经常进行灵活多变的一题多解的训练，思路拓宽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就会更多、更合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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