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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规划 按步骤复习
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田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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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学期紧张而有序的学习生活，寒假即将如约而至。作为高考前最后一个较长的

自主安排时段，高三考生在寒假及后面的二轮复习中应该做些什么呢？

根据高三的特点并结合今年的时间安排，建议考生将寒假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寒假开始—春节）：趁热打铁，查缺补漏。

第二阶段（春节期间）：适当调整，养精蓄锐。

第三阶段（春节—寒假结束）：渐入佳境，厚积薄发。

时 间 安 排时 间 安 排

高考命题“源于教材，高于教材”，考

生要抓住课本这个本源。每天复习教材

上的一个章节，重视教材中的基础知识和

基本方法。教科书上的例题不能仅看一

遍，数学学科“看”和“做”有很大区别，考

生可先把后面的解答盖住，自己去做，做

完或做不出时再去看。这时要想一想：自

己做的哪里与解答不同，哪里没想到，该

注意什么，哪一种方法更好，还有没有另

外的解法。每一章节后面的习题要全部

做完，每道题除了研究解法和答案外，还

要着重分析：这道题为什么会在这里出

现，它应用了本章节的哪些定理等。经过

仔细梳理课本，然后加以引申、变化，做到

举一反三，自己的思维空间扩展了，看问

题全面了，解题能力也就随之提高了。

1.回归课本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相信大家

在第一学期已经做过很多模拟题了，

比模拟题更有价值的是高考试题。在

复习时，考生要围绕课本研究高考题，

注重以落实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

思想、基本活动经验为重点，强调“四

基”在解题中的作用；重视展现和训练

思维过程，总结和完善解题程序；重视

解答题书写格式的规范性，防止不必

要的失分。

2.研究高考

高中数学学习的特点是知识点多且

杂，高三考生不能将知识点零散地存在

于头脑中，而要将这些知识重新组合起

来，由“点”形成“线”，进而形成“网”，构

建有序的结构，明确所有知识点之间的

联系。整理时，可以自己先尝试做出一

个结构图，然后再找相关的资料参考。

考生要切记，不能一味地盲从某一本教

辅材料，因为教辅面向大众，不一定适合

自己。当然，整理时也不能仅局限于教

材中的某个章节，而要整合整个高中的

教材。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坚持，很多

人开始信誓旦旦，但却半途而废，想用的

时候又重新开始，这无疑是白白浪费了

时间，建议考生把整理好的知识点都记

到本子上，方便随时查阅。

3.梳理知识

复 习 建 议复 习 建 议

这里说的“错”，是指平时做作

业、课外练习和单元练习中的错误。

在高三复习中，各类试题要做几十

套，有的考生做题只重数量不重质

量，做过之后不问对错就放到一边。

这种做法大大削弱了练习的质量和

效果。很多优秀考生在高考后总结

经验时提到：在复习过程中要及时做

好错题记录，避免以后重犯类似的错

误。作为考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不

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出现问题，这

时必须要做的一点就是找出一个改

错本，整理自己出现的错误。在整理

时，不能简单地抄题重做，务必要区

分是计算的问题还是知识理解的问

题，不要随意地进行错误归因，要分

析错误本质，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

总结起来，建立错题集要包括错误是

什么、错误原因是什么、错误纠正方

法及注意事项。“吃一堑，长一智”，多

数有用的经验都是从错误中总结出

来的，可见准备一本专用的错题记录

本十分必要。每年高考都会出现的

类似题目可以称之为“典型题”。对

于典型的问题与方法，考生可以单设

笔记本进行整理，记录典型的范例或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题目，并注明常规

的解题思路与方法，即常说的“通解

通法”（能力较强的考生也可以记录

多种解法，一题多解）。

4.整理错题

对于高中的各知识章节，考生

掌握的情况一定有优有劣。在这

个寒假，考生要针对热点，抓住弱

点，争取在二轮复习前把这些漏洞

先行补充，随后在课堂中跟老师学

习时就能更得心应手了。考生在

针对弱点进行复习时，可以根据历

年高考试卷命题的特点，选择有代

表性的题型进行专题训练，就高考

的特点进行专项训练，比如解析几

何专题、函数导数专题、新定义问

题等。

5.查缺补漏

在二轮复习中，考生要重视基本

题型的解法总结和强化训练。考生

可适度综合归类整理，对有关重点、

难点、弱点、热点内容做专题复习，跨

章节联系，由知识点向知识块过渡、

向知识体系过渡；关注数学思想方法

在问题解决中的重要应用，提高整体

把握中学数学知识和独立分析解决

综合问题的能力；注意切换方向，由

第一轮“复习什么巩固什么”向“解哪

类题有哪些方法”过渡；对于三角函

数、立体几何、概率统计、导数应用、

圆锥曲线五大模块内容，可以运用专

题式的滚动复习，缩短复习间隔，提

高重现频率，在滚动中领悟和宏观把

握知识体系，把课本“由厚读薄”。

6.专题复习

考试是一门学问，高考要想取

得好成绩，不仅取决于扎实的基础

知识、熟练的基本技能和过硬的解

题能力，还取决于临场发挥。考生

要把日常复习看成是积累考试经验

的重要途径，“考试像平时、平时像

考试”，从心理调节、时间分配、节奏

掌握等方面不断调适，逐步适应。

考生要训练调整心态的能力，不能

让试题的难度、分量、熟悉程度影响

自己的情绪，力争做到会做的题不

扣分，不会做的题尽量得分。

7.提升技巧

此项内容适合学有余力的考

生。在假期中，该类考生可每周找

出一天时间，根据数学高考的时间

段，在往年高考试卷、各区模拟试卷

中精选一套进行仿真训练，初步适

应高考，合理分配考试时间，提高综

合解题能力和应试能力。

对于高三考生来说，寒假具有

重要意义，是调整身心、取得收获的

重要时间段。建议考生做好生活、

学习等各方面计划，充实自己，学有

所成。

8.综合训练

考生要保证身体健康，调整身心状

态，合理安排作息，张弛有度地学习。

一要健康。

经过4个多月紧张的学习，又恰逢春

节，考生应适当调整作息时间，合理安排

活动，在假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身心状

态，为后面的冲刺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要调整。

这个假期给予了考生调整休息的时

间，建议做一些积极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和

同学一起参加适当的体育活动、到博物馆

参观、去图书馆阅读书籍等，逐步调整状态。

三要收心。

在春节过后考生即将迎来高三第二

学期，“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考生

此时要开始收心，为即将开始的冲刺学

习生活做好心理、知识等各方面准备。

四要规划。

一年之计在于春。高三考生要制订

一个具体的学习计划，不仅要完成作业，

而且要总结归纳学过的知识，最重要的

是了解高考考点，有的放矢。

总 体 原 则总 体 原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