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题为本，效率第一 
 

 

 

2017年 6 月，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知识掌握不完善，一战以 589分收尾；时隔一年，

第二次迎接高考，成绩有了 102分的提升。那么，在高三的一年，我们究竟能做哪些改变，

什么才是最有效的备考呢？ 

〇、2018 年高考试卷分析及应对策略 

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了今年全国二卷的各科试题，在刚刚拿到这四套试卷的时候，大家一

定或多或少的对接下来一年的复习存在一些疑惑：如何将三百多天的时间分配给各科？有的

科目难度有了不少提升，而有些科目却是简单的有些异常。那么，还要不要花费大量时间来

复习这些科目？答案是肯定的。不同的年份出题风格既有延续的一面（即“稳”），更有其变

化的一面（稳中有变）。以 18年的数学一科为例，如果在今后的一年仅仅以这个难度要求自

己，一旦 19 年难度报复性上扬，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揣摩下一年的出题难度固然有其合

理性，但这种揣摩是有风险的，而且从我自己根据 17年试题推测 18年的试题风格，基本以

失败告终，并且因此耽误了较多的时间。因此对于 19届的考生，要尽量做到最合适的准备。 

一、以题为本 

众所周知，高考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比拼天赋，并没有比拼在题目上那种“特殊的灵感”，

百分之九五以上的题都是在高三一年的复习中所练到的，而剩下的部分则也可以通过迁移能

力将未知转化为已知从而进行应对。因此高考就是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充分展示同学们高中

三年的知识储备的一个过程。由于时间有限，外加考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紧张现象，会导

致每一个人的真实实力会或多或少有些下降。如果和自己同水平的人竞争，那么比拼的最大

程度的就是熟练度。一个人即使到了考场上再紧张，但是他将一张试卷的所有知识都转化为

了一种条件反射,并且能够在考试的过程中对于题目的变式理性地分析，那么他就是这场考

试的佼佼者。而这种熟练度的积累，完全取决于高中三年老师课上讲的知识点以及课下练习

的习题数量和质量。到了高三不要想着不做题就可以轻松获胜，题海战术如果利用不好确实

可能会存在事倍功半的可能，但是如果你的“事”是别人的二十倍，你所收到的效果至少也

是别人十倍！如果你再有一些科学的刷题方法，那么你所取得的效果会比这还多得多。每一

个经历过高三的人都是踩着无数的卷纸一路走来的，不要怕累，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做一件

事的机会，只有这一次，也只有这一年。高考结束后，如果你真的做了足够多的题，当你发

现你做完了高中最后一套卷的时候，那么你真的会有很强的不适感，具体有没有这种感觉，

一年后自行体会。 

1、高三一年做多少套卷合适？ 



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但是不能有的科目一天下来甚至好几天都没有做题。题量因人而

异，找到一个既能全部完成又能保证题量的套卷数即可。 

2、怎么刷卷 

在不同的阶段，做套卷训练的目的不同—— 

（1）在一轮复习前期，套卷更主要的目的是对知识的查漏补缺，将碎片化的知识织成

一张知识网，在此阶段做套卷的时间不必过于在意，把不会的知识弄懂最为重要，一套卷下

来你要明白你有哪些地方不会，将这些地方记录下来，而且一定要做到卷卷清，一套卷问题

没有解决绝不做下一套，因为你现在所花费的 

全部时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些错题好题，时间充裕可以将它们或剪下来或记录下来。

没有时间也可以直接记录题号，记在一个本上并将这道题的核心问题记录下来，看到不能再

忘为止可以直接划掉，因为最后看错题的时间实际很少，不要抱着考前看完所有错题的想法

一拖再拖。 

【做题时间：随意，但尽量与（2）一致】 

（2）一轮末期及二轮 

此时知识体系基本完备，那么现在做套卷的目的就是要把握时间，训练题感。这个时间

段要做的是提升审题能力与速度，做到在最短的时间获取信息，对题目做到有应该有的反应

能力（标准为高考遇到这类题可以不加考虑直接上手），并在保证准确率基本不变或上升的

情况下尽可能提高做题速度，以应对高考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即在最坏的情况下确保试卷

作答的完整性。 

【做题时间：小于等于标准时间】 

(3)冲刺阶段（四、五、六月） 

全真模拟，训练答题的规范性，模拟考场上时间分配，掌握答题节奏甚至是书写速度，

将每一次练习当作高考。 

【做题时间：严格等于高考时长】 

此外还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专题训练，可以是知识点专题，也可以是题型专题，

以自己实际需要为主。 

3、做什么题 

题目的数量是一方面，但做什么题更为关键。做错了题会让你的复习思路越来越乱。像

前文所言，要做最合适的准备，而准备的最主要部分就是刷题，所以我们要做最合适的题。

何为“最合适”？即要做到充分而全面的复习，但不要做那些过难过偏的题。我们这一届的

年级主任孟祥安老师在广播讲话中提到了“四种题”的概念，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   

 会做 不会做 

能考 ※ ※ 

不能考 × × 

做什么题，直接影响到备考的效率，由此引出第二个话题。表中重点号的意义也在下一

点中解释。 



二、效率第一 

不考虑量纲的情况下，我们近似公认以下公式 

时间*效率=结果 

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公平的，节约时间的问题不展开叙述，而效率的问题是我们要重

点讨论的。 

要明确，检验学习是否高效的标准，并不是一天下来有多少个小时在教室学习，而是这

一天下来解决了多少的问题，弥补了多少的漏洞。这才是有效的学习。 

下面结合上一点中的两个※的含义展开。 

1、如何对待会做又会考的题目 

经过了高一高二两年的学习，实际上在（较正常的）任意的一本练习册中，这类题目往

往会超过 50%，也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大多题目都是这一类题。会做的题目中也有着其不同

的身份，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同学（不存在，仅举例）从早上七点到校自习，一直到晚上

九点钟，终于完成 3000 道的复数题，很有成就感。现在我要说的这个问题就已经很显然了。

这类题目犯错一定不是因为知识型错误，而一定是态度型错误，更重要的是对于其训练没有

任何作用，最多就是原本复数题平均 10秒做出来，现在是 9 秒。所以类似于集复逻框这一

类题，如果真的要训练，不如从题目本身自己总结规律，或者看笔记来复习一些容易遗忘的

方法，比如集合的位置一般是第一道选择，可以用代值法来检查，避免失误；复数注意分子

分母都是复数的模的运算；框图要根据输入输出的位置制定最合适的列表方案，避免提前结

束；逻辑中的否命题和命题的否定是否能 100%辨析„„这才是我们面对这一类题目的正确

方式。 

同时，还有一类题是可以做出来，但是练不练习所导致的时间差异会影响整张卷纸，比

如（16 年及以前）解析几何，化学中的有机推断等等，这一类题目就可以做大量的练习，

数量因人而异，关键是保证考试中这一道题不会影响整张试卷的作答（或者说分数）。 

2、如何对待不会做却能考的题目 

（1）题目在与其他同学讨论或请教老师后可以理解并且同类型的题目可以有很大希望

做出，这类题就一定要仔细研究，这里有一块很大的提分空间。 

（2）超出认知范围的题目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条件取舍。比如 2013、2014 两年辽宁

的导数题我至今未碰，因为这两道题确实超出了我的能力上限。因此，要有取舍，要有自己

的判断。 

三、考试答题策略 

在高一高二，我们学的是书；高三我们绝大多数时间，做的还是题；高考，考的是卷。

因此必须要在现在就确立“卷”的概念。考试时要做的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在最短的时间

内，拿到最高的分数！ 

1、时间观 

考试的时间是有限的，而在考试中会存在两种情况： 

（1）被一道题卡住了 



如果有一点思路，而且预判后不会花很长时间，那就做下去，有的时候在写几行题目就

会迎刃而解；而如果大脑完全空白，一点思路都没有，那就跳过去，这个时间真的耽误不起。

整张卷做完之后，再回来去做这道题，或许这个时候就会有思路了。 

（2）为了得 2分需要花很多时间（相对于整张卷而言） 

跳过去！当所有题目做完，所有中档题确保无误且剩下的时间自信能够得到分数再去动

笔。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2、充分利用题目的特点及逻辑分析答题 

举一个例子，这是 2016 年全国三卷的物理选修题 

 

A、B 最多有一个对的，则 C、D、E 中有两个是对的，如果选 C 则不选 D、E，排除 C，

选 D、E；再把 D、E情况归一处理，S向上 P在波峰，那么 S向下呢？经过半周期后 P显然

在波谷。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时间点，此时 P在波谷，Q在波峰，在此前一瞬一个向上振，

一个向下振，方向相反，排除 A，选 B。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BDE。5分得到手，我们发现我们

连题干都没有看。 

必须承认，这种题不一定会出现在你们的高考试卷中，不过，在前面的选择题中，或多

或少会有着“矛盾选项”的影子。这种选哪个选项就不能选哪些选项的思维，一定要逐步建

立。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针对选填的特殊方法，都会在你们高三一年的实践中自己总结出来。

在这里举上边那个例子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考试时候，对于有些题目不一定要老老实实地

去做，有简单的方法不用困难的方法，有能直接选出选项的方法就没必要动笔算。实际一点

说，考试时你的唯一目的，是得分。 

四、考前心态调整 

四个字，“一切如常”。一切都要按部就班的进行。自习课上到 6号下午，复习的节奏还

是那么平稳，用最平常的心态去迎接考试，你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说一句被无数次说过

的话，高考就是一场再平常不过的考试。不同的是，这场考试的过程中你可以得到三位老师

的帮助，考试中的一切合理要求都会在最快时间内得到满足；在各科考试之间你能得到充分

的休息而不必再疲于复习；这场考试是你所经历过 12 年的学生生涯中最为公平的一场；考

卷的表述会相当严谨，即使考卷出了问题也会在进考场后发卷前通知到每一名同学，确保不

会对考试产生影响；八号下午五点钟之后，你们会有一个长达三个月的假期„„所以，高考

不仅不是一件负担，反而可能是三年高中生活中最为轻松的两天。 



最后，一首辛弃疾的词送给大家： 

 

鹧鸪天·送廓之秋试 

辛弃疾 

白苎新袍入嫩凉，春蚕食叶响回廊。禹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 

 

祝你们在高考中取得佳绩，创造实验中学新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