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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检测，反映出当

前语文教学中的几个突出问
题：语言基础知识（语音、成
语、病句辨析）务必夯实，科
技文阅读的推断能力及文言
文内容细节的准确梳理和难
句的直译能力亟待强化，古诗
词及散文阅读题的设问角度

及答题方向力求准确定向，语
言表达题的新题型及新要求
应尽快适应；作文的文体意识
及思辨能力应着力增强，书写

中的错别字应竭力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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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吃透“考纲”，明确

考点变化，认定考查范围，熟

悉试卷结构，查找弱项和缺
失。二是全面梳理课本，夯实

基础，构建坚实的语文知识
结构。重点是对古诗文的梳
理筛选式复习，落实典型的
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
式和背诵篇目中的名句名
段。三是针对语言知识及应
用、科技文社科文阅读、古文

翻译、古诗词及散文鉴赏、作
文等五大板块，步步为营，扎
实训练，落实答题的着力点，
激活得分的增长点。特别要
强化对主观试题的设问角度
及解题方向的灵敏度训练，
强化思维能力及准确使用专

门性术语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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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 例如第6题，题中的4
个命题都是由课本上的定理
稍作改变，许多学生就看不出
来；又如第 21题，要求证明
一个数列是等比数列，这是一

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许多学生
无从下手或乱做一通。

@"efgh&Hi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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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rs% 如函数的基本性
质、三角函数、概率、立体几
何等是重点要求学生掌握的

知识。此次考试学生在概率、
立体几何解答题上得分情况
不够理想。如第17题学生解
题步骤不规范、设和答不完
整，对题意理解不清晰，对互
斥事件（分类）与独立事件
的概率运用不熟练；第18题

证明的一般步骤不完整、书
写不规范（定理的表述，线面
角、二面角的作和证的过
程）；对基本图形认识不到
位；线面角、二面角的常规解
决办法不清晰等。

t(uvwxn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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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如第19题，

学生知道做法，但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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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必须针对前一个阶段
中出现的问题，如一模中出
现概率问题、三角问题等，进

行专题复习。在专题的选择
上，必须考虑学生的实际状
况，从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出
发，帮助学生形成完整的知
识网络，以使学生在对待试
卷中的基本题和中档题时能
比较顺利和清晰地解答。

@( @�89����

��%从第一次模拟考试看，
二轮复习中小题要强化填空
题的训练，解决会而不得分

的问题；中档题要重点以概
率、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
何为突破口，解决得分低、耗
时长的问题。从教师教和学
生学的角度，都必须通过一
些小的专题的讲解和练习，
理清解决这些问题的常用方

法。均分在80分以下的班级
更要把解答题的复习重点放
在三角函数、概率、立体几何
（前三题）这三块内容上。作
为学生，还必须有针对性地
对自己在模考或其他作业中
出现的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

系统的整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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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分析：学生对常见

的语法知识如：比较级、表语
从句和习惯用法等，在语境特

殊的情况下，不能正确理解句
子含义，灵活使用词汇。词义
辨析仍然是学生的薄弱环节。

@(wx��O34

学生对考纲词汇，尤其

是新增500词的理解很不到
位。在此份试卷的篇章中，原
本需要注上中文的词，因有
了新增500词，现在不必注
了。如果学生不认识这些词，
理解正确率就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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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安排上，建议从
3月到 4月中旬，以高考题
型为主线，进行专题训练，也
可以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教材为主线或薄弱语法知
识为主线，突出重点，进行专

题训练。训练可将课外训练
和课内限时训练相结合，专

题选练和综合训练相结合。
@(�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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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科学地设计专题复习
课和试卷讲评课的教学程
序，复习中要坚持“突出重
点、举一反三、归纳总结、精

讲多练”的原则。教法上建
议将阅读、写作和听力训练
这些能力训练穿插在语言知
识专题训练之中，或将语言
知识专题训练穿插在能力训
练中，丰富课堂的教学形式
和教学内容。策略上要适当

降低复习教学起点，保证复
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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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一般和较差的考
生，要抓好学生高考英语词
汇的识记工作，尤其要加强

今年新增 500词的认知工
作。在认知过程中，教师要有
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学生记
忆这些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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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 16题中判断 A
是否能向左运动，学生阐述
条理性不强，秩序混乱。18
题中定性描述AC棒的运动
状况，过程叙述过于繁琐，详
略不得当，抓不住关键词。

@(²4Z¬³% 如 17
题（2）相当部分同学对地
球半径和卫星与地心的距
离两字母不区别而出错，认
为轨道半径为 3R地。（3）
问学生的错误率较高，主要

是能量关系不清晰，不明确
“让卫星脱离地球的束缚”
是什么意思。再如：18题中

的异性轨道，相当部分同学
不假思索地按照动量守恒
来处理，求DE棒热量误解
为系统产生的所有热量。

t( M´Ur«Olµ

¶YZ·¸% 如16题中弹性

势能何时最大不能清楚表
达；求最大弹性势能时，机械
能守恒的物理阶段划分不
准，没考虑到碰撞时有内能
产生而写出错误的机械能守
恒式；18题中求加速度之比，
相当一部分同学对两棒的运

动情况未能细致分析，甚至错
误认为均做匀变速直线运动。

¹( ºQ»¼½¾% 主
要表现在计算中很高的错
误率，作图过于粗糙导致读
图出现误差过大而超出允
许的范围，不按要求书写结
果中有效数字的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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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重基础，精选专题

“一轮”复习讲求“细节”与
“全面”，而“二轮”复习更
关注“宏观”与“主干”；二、
强化规范，注重习惯；三、增
强信心，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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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的复习不全面，遗漏较
多。尤其对以往考题很少涉
及而又是考纲规定的考试内
容不够熟悉（如淀粉转化为
乙醇的关系式不会写）；二、
化学计算能力和化学实验能
力有待加强；三、多选题、化

学计算、实验探究、物质推
断、有机化学等综合性强的
题目得分率不高，反映学生
的综合分析能力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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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轮和三轮复习中要
依据考试大纲，结合课本，

以小专题和综合练习的形
式，全面梳理化学主干知
识，扫除复习的盲点和知识
的漏洞。复习的最终落脚点
要回到课本中去，让学生能
自主梳理化学知识，从多种
角度对知识进行归纳，建立

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联系。要
通过专题训练和阶段性的
综合检测，查漏补缺，把已
有的知识连成片、形成网，
构建与考纲一致的完整扎
实的中学化学知识体系。

@(ÂaÃf

对近三年来江苏省高

考化学试题的分析，不难
发现，物质的量及阿伏加

德罗常数、氧化还原反应、
离子反应、离子方程式、热
化学方程式、物质结构、元
素周期表、化学反应速率
和化学平衡、强弱电解质
溶液、盐类水解、pH、离子
浓度大小比较、电化学知

识、重要元素（Cl、S、N、
C、P、Na、Mg、Al、Fe等）
的单质及化合物、有机物
结构与性质的关系、同分
异构体、无机推断、有机合
成、实验、计算等二十几个
考试热点是中学化学中最

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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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 !如细胞亚显微
结构、细胞的分裂、分化、衰
老和癌变、肽键的结构式、
细菌生长曲线的四个阶段
特点、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以及书本实验原理与步
骤等比较模糊。

@( �ÆghfÅ12

ÇÈ !主要是选修教材部分
的内容。如免疫、调节和光
合作用的影响因素等。

t(ghOÉÊËÌaw

xoy!一些核心、主干的知
识掌握得较好，但一提到应用

的要求或出现在新情景与新

背景中就会出错，如涉及到遗
传概率、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

的关系计算、生态系统的能量
传递等就有困难。

¹( LÆ4ÍOV4�

�ÅZ¥ÎÏ! 对一些新情
景、新的材料、新信息量的处
理能力还不到位。多选题得
分低，综合题得分也不高。

Ð( BÑÒwxno

y !语言表述不准确、不严
密、不规范、不到位。常有错
字、别字出现，尤其是生物
学专有名词。

Ó( }´QÔÕwxÅ

ZUÖ! 几道实验题的得分
率都不高；如实验的基本要
求以及对实验设计的表述与

对实验结果的推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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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力训练为核心，以

提高能力为重点，加强题型
训练。在练习的具体操作上
提倡限时训练，在作业上标
明时间，如限时训练 30分
钟，这样达到“平时作业像
高考一样考”，最后是“高
考时像平时作业一样做”。

综合题必须书写完整。按照
题型设计复习专题，做到基
本题型过关。适当增加新题
型、新情景的训练。加大多
选题、实验题、材料题的训
练，各种题型训练要教会学
生正确的解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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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ØÙÚZ¥% 如第
34题第一问，不知道“和谐世
界”这个新理念；第 36题，说

不出职务犯罪的含义等。
t(²4Z¬%第38题第

三问回答中未能按题目要求
从“理想”的角度分析，没有
围绕“青年学生”这一主体阐

述相关内容。
¹(#ÛÜÝZÞ% 部分

考生答题过程中未能有针对
性地对所给材料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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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中要认真观察和反
思国内外重大时政现象，注意
积累党和国家现阶段重大的
方针政策知识，适当记忆必要
的时政语言。

@ (����äÏ $#å

V4wx

限时练习，要努力实现答

题的科学性 （即紧扣关键语
句和关键词语）、规范性（即
做到要点叙述、条理清楚、层
次分明、逻辑严谨、行距得
当）、完整性（即分析和归纳
角度和适用原理全面、准
确）、效率性（即做题迅速）、
完美性 （即有令人赏心悦目
和通顺流畅的、没有挂一漏万

的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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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Eõ$ö8+% 坚持每天默
写一段专题，每天练好一道大
题，每天训练好 10道选择

题。每天晚上静心默读或背
书至少100分钟。

@( 5670!"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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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f34ã4a % 如中国

古代政治制度、列强侵华
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中
国的对外交往与对外关
系、祖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

确立、中外重大改革、20世
纪的战争和和平、中国古代

经济、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
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经济
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主流
思想的演变、近现代的思想
解放、世界近现代的思想文
化和科技成就、中国古代科

学技术等等。
不要忽略江苏地方特

色、周年纪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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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及自然地理内容

的试题得分率不理想。主要
是自然地理内容的难点较
多，学生理解存在着一定的
困难。
（2）对问题分析的针对

性缺乏。主要表现在学生对问
题的分析比较“泛”。

@(# 4

学生判读数据误差的较
大，读图的准确率不够高。距离
的计算有偏差。空间定位不准，
把“沪宁杭”写成“辽中南”
等。平原的名称多写或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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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p%注意结合图像
分解难点，学会图解分析，对
于自然地理原理、规律一定要
理解，切忌死记硬背。

@(Ø÷+£34O¦§

äÏ% 审题要全面，即读懂题
意，找出题目中的关键词和
中心含义；读图要细致，努力
通过图示中的有效信息，推
导出隐含信息分析、解决问
题；信息要整合，应学会对试
题中的各类信息进行分析、

整合，并要与所学知识链接，
注意知识的迁移与运用；表
述要清晰。

t(Ø÷,-(.-äÏ%

在第二阶段的复习中仍然要
重视读图、读图练习，因为图
像、图表内容始终在地理考试

中占有较大的分量，也是学生
应该具备的重要地理能力。同
时，地理空间的定位依旧要加
强，这往往是解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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