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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中考的时间越来越近，初三学生正处于最后一轮复习当中。在最后冲刺阶
段，各科复习要注意什么？怎样高效“查漏补缺”？记者采访了多位有经验的老师，指
点考生“踢好临门一脚”。本期邀请奎文区圣卓实验学校的王振老师，讲解中考数学
的复习技巧。

　　王振，2010年毕业于山东师
范大学，目前担任圣卓实验学校
首席导师（班主任）及数学教学
工作。多次荣获学校“优秀教
师”“优秀首席导师”“我最喜
欢的好老师”荣誉称号，在教学
中曾获“奎文区政府成果奖教学
优胜奖一等奖”“271教育集团优
秀青年教师奖”等荣誉。

　　中考前各科的复习一般会分为三个阶段，简
称为“三轮复习”，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呈
现一个阶梯式上升的过程。
  数学的“一轮复习”是将初中阶段各章节的
重点知识按照模块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相当于
一个归纳复习，虽然做不到面面俱到，但会尽可
能地将零散的知识串联起来，建立较完整的数学
知识网络。
  “二轮复习”主要是专题突破，针对规律方
法、数学模型、动点最值等既典型又有难度的问
题以专题的形式复习。这个阶段能帮助学生归纳
总结，可以提升学生综合知识运用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三轮复习”是模拟考试阶段，学生除了通
过模拟考试促进知识的运用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
力，还需要通过几次模拟测试，提升应考技巧，
如考试时间的分配、题目难易的把握等。经过几
次模拟测试后，当学生们走进考场时，就可以把
中考当平时测验一样从容应对。打个比方，“三
轮复习”就如同烧制一个瓷器，经历塑型、定型
和固型的三个过程。

　　数学学习一般来说都是呈阶梯上
升状的，如果有某块知识掌握得不
够扎实，确实非常影响成绩和下一
步的学习。当出现明显的短板时，
有的学生和家长会通过“刷题”
的方式来解决，其实这种做法比
较片面。比如有的学生在复习阶
段经常出现计算的错误，不管
是解方程、不等式、求函数表达
式，还是化简求值类的题目，都
容易犯错。这种情况下，可能不
管做多少题目都很难避免出错，
此 时 需 要 找 到 学 生 出 错 的 根 本
原因。
 实际上，大部分计算容易出错的学

生是在初一学习多项式乘法和因式分
解的时候，掌握得不够扎实造成的，如果能

够通过一轮复习重新理解整式的运算法则，对
解决计算类的题目就会有所帮助。

　　所以，学生如果在复习过程中发现明显的知
识点短板，可以通过三个步骤尝试补救。
  第一步，找到自己总是犯错的这类题目所属
的考查板块，理解其中的所有概念和定理法则。
第二步，掌握并理解概念和法则后，找同类型题
目进行专项训练。第三步，将这个类型的重点、
难点和错题整理到数学典型题本上，过段时间再
复盘一次，确认已经完全掌握。

　　从难易程度上来看，往年潍坊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的数学试题基础题和中档题占比在80%以
上，根据学生自身情况，对待不同的题目有不
同的应对策略，但有三个问题要特别注意，分
别是时间分配不均、基础问题丢分和新题难题
“卡壳”。
　　关于时间分配，建议学生将完成选择题、填
空题的时间控制在40分钟左右，留出70分钟-80分
钟的时间给后面的解答题。在选择题和填空题中
也有压轴题，难度较大，如果耗费较多的时间，
后面基础的解答题就会因为时间不够而忙中出
乱，学生一定要敢于取舍，不要因为选择填空题
的5分，影响了后面的得分。
　　在基础问题的作答中，学生要避免因为粗心
或概念不清丢分。举个例子，一个直角三角形，
两条边的长度为3和4，求第三条边。有的孩子会直
接得出5的结果，忽视了当4为斜边的这种情况。在
解答基础问题的时候要关注细节，如判别式Δ≥0
的验证，分式的检验等细节，一定要考虑全面，
不要“轻敌”。
　　在新题和难题上“卡壳”是考试中经常出现
的情况。数学试卷中的新题有补充概念型、定义
新运算型、跨学科联系型等多种类型，这类问题
一般来说难度不会太大，学生可以通过多读题、
理解题意、套用题干中的模型等方法攻克。在时
间紧张的情况下，如果确实被难题卡住，要敢于
放弃，可以跳过去先完成其他容易得分的题目，
待有把握的题目都解决完后，如果时间允许，再
解决难题，切忌在难题上“恋战”。

  

　　希望学生可以带着三个“法宝”进入考场，分
别是得分意识、模型意识和逆向思维。
  在解应用类题目时，有的学生会因为读不懂题
目而出现空题，这样做非常可惜。学生一定要有得
分意识，尽量利用题目中给的条件逐步找到突破
口，即使不能拿到满分，也可以拿到一些步骤分。
比如2023年中考数学卷的第17题是一个解直角三角
形的应用题，只有一个问题，学生可以根据题目中
给的特殊角和边长求解其中的某个直角三角形，再
逐步寻找突破口。只要是有价值的推导，就可以
得分。
  在复习阶段，学生要注意培养模型意识。在图
形的变换、函数的综合题目中，经常出现特定的数
学模型，比如2022年中考数学卷的第20题是图形变
换类的题目，考查了“手拉手”模型，学生拿到题
后一定要仔细分析，学会套用数学模型。此外，在
图形变换题目中，还经常考查到“一线三等角”模
型、“截长补短”模型等，近几年山东各地市对
“辅助圆”模型也有所考查。
  逆向思维是一种区别于常规思维的思考方
式，在数学解题中的应用非常普遍，特别是在选
择题和填空题中，学生可以尝试用特殊值法和排
除法寻求答案，也可以从所给的选项中进行反
推。在解答题中，可以代入不同的值，检验自己
的答案是否正确。如二次函数的综合题，第一问
求解出表达式后，再代入某个已知的点或根据图
像特点，检验是否求解正确，避免一步错步
步错。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赛

如何备战中考数学 老师支招划重点

　
　中考是学生求学路上

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是一场
“成人礼”，但我认为，比起最终的

分数，备战考试的过程更有意义。孩子们
在复习过程中会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
形之中也锤炼了他们的意志，全方位提升了他
们的能力，他们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并解决困
难，学会了如何进行团队合作相互助力，也学会
了如何应对压力等。经历过这次考试后，孩子们
会成长很多，在以后的学习或工作中再遇到此等
大事，也将变得更加从容。
　　三年的初中学习，一千多个日夜，犹如
千米长跑，即将迎来撞线时刻。希望同学
们在这最关键的几步，咬紧牙关，坚
持不懈，满怀信心地迎接中考，

祝 愿 大 家 中 考 一 切
顺利！

老师有话说

  数学“三轮复习”的侧重
点分别是什么？

  在复习过程中发现短板
该如何补救？

  在数学考试的过程中需要
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解答数学题有哪些方
法和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