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词汇的识记和运用
训练要常抓不懈。考纲词汇

力争天天查、天天练，既要保
证重点，又要不留盲点。考前
词汇记忆和练习重点最好放
在一些常用词的不规则动词
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方面。
（2）加大听力和写作

的训练量，努力提高重点项

目得分增长点。建议听力训
练每周不得少于4次，训练
时不仅要培养学生听懂语
言的能力，更要训练他们掌
握答题技巧，调整好心态。

书面表达每周不少于3篇。
（3）建议最后阶段的综

合训练卷最好是高考真题和
难度较大的模拟题交叉进
行，这样，既能给学生信心，
又能让学生不敢放松。
（4）优化课堂复习方

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建
议每次综合训练后，针对学

生存在问题，设计一份专项
训练题，时间一课时，内容
重在基础知识的训练，主要
项目建议为单选题、对话填
空题、书面表达题。

高三物理最后一段时间
的教学中，仍要强调规范解

题。一般来说计算题的解题
过程要有以下内容：要有必
要的设题过程，自己解题过
程中要用到的新的物理量要
假设，物理过程要分析，最好
要有反映物理过程的示意
图、受力分析图等，养成以图

代审，以图代设的习惯，既表
达得清楚，又节省时间。

必要的反映物理原理
的公式不能省，并书写在醒

目的位置，标上序号，这些
表达式是阅卷中的重要的
得分点。

重视培养学生的审题能

力。解题总是从审题开始，迅
速、准确地读懂题意，对于解
题是非常重要的。教师讲解
物理习题时，要有充分的物
理情景和物理过程分析，使
学生养成重视审题，重视分
析物理过程的习惯。慢审快

解，舍得在审题上花时间，是
学生必须养成的好习惯。

1.依据考点和学生弱点，
设计好后期复习专题，努力提

高专题复习课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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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平衡、强
弱电解质溶液、离子浓度大小
比较、电化学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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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等考试热点是中学化
学中最重要的内容。

2．精选练习和模拟试

题，仿真训练，即时反馈，努
力提高模考练习和试卷讲

评课效率。要针对专题复习
内容和学生复习情况，依据
考纲，精选专题练习和模拟
考试综合试卷，按照高考实
战的要求，进行仿真限时训
练，提高应试技能。通过引
导学生分析典型错题，暴露

隐性问题，矫正错误，梳理
知识，总结方法和规律，进
行变式练习，拓展迁移，逐
一解决检测中发现的问题。

1． 建议师生在高考不多的
时间里，回归课本，以《考试大纲、

说明》为依据，用教研室生物学科
提供的课本知识过关卷，逐本逐
条过关，把基础打劳、夯实，研究
《考试说明》中的典型题型示例。

2．加强研究，收集信息，
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一是要进
一步认真研究教材、教参、考纲、

考试说明和近几年高考试卷。
二是注意高考改革方向，如课
改方向、全国高考方向、上海高
考方向。三是在学习中要尽量
联系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另外
要关注热点和学科前沿知识及
新进展与学科教学的连接，如

禽流感、建设新农村与生态环
境保护、生态农业的相关问题。

（1）依据《考试说明》，
紧贴教材，反复记，抓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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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 20分
钟，晚上至少 100分钟静心
默读或背书，落实每一个考
点，牢记关键词。
（2）要注意重要概念的理

解，注意构建每一章节的知识
结构。要落实每一个考点，记住
关键词，有效复习，夯实基础。
（3）强化解题能力和技

巧的实战训练。要有效提高应
试能力，必须通过一段时间大
幅度的强化训练。养成良好的

解题习惯，包括解题思路与技
巧，答题程序与速度，字词表
述与专业语言，卷面整洁与规
范等方面强化训练。

首先要教育考生，明白规
范解题的重要性；其次要对考

生进行“规范答题”的技术指
导；第三要指导考生如何进行
答题的变通处理，努力做到
“多得分、少失分”；第四要进
行必要的“标准化考试”训练，
使考生熟练掌握答题卷的填涂

方法并了解、适应考试程序。
下一阶段，最大的变数可

能是考生的“心态”问题。心
态调整得好，考试时就能确保
正常发挥乃至超水平发挥，否
则就要怯场，导致高考失常。

1、回归教材。在最后阶段
进一步对照考纲帮助学生构

建知识框架与网络，按照问题
主线进行归纳、总结。

2、注意解题训练。下一阶

段教学中，教师要精选试题（特
别是基础题和中档题），多讲多
练，及时批改、讲评，同时可以让
学生进行限时应试训练，提高
学生的解题能力和速度。

3、注意空间判断的训练。
在最后阶段的复习中仍然要

以地理图表、图像为载体，将
地理概念、原理、规律落实在
图像、图表上，注意图文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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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规范答题。有的学生
用钢笔涂卡，有的学生用不合

要求的笔答题，不少学生答题
超出了规定区域，这些低级错
误应该在高考前加以纠正。

②认真审题。每次考试

中答非所问、顾此失彼等现
象大量存在，说明不少学生
没有过好审题关，尤其是解
答主观题时，审题意识不强。

③灵活指导。最后一阶
段训练依然坚持点、块、面
相结合，以综合训练为主，

但训练量要适当，不宜过分

频繁地整卷测试。要把高三
以来有价值的综合卷整合

起来“回头看”。
作文训练，一着不让。

①每次训练要仔细审读题
干、题肢，抓住关键字句，明
确文题类型，把握话题开放
中的限制所在。②选材立
意，尤为重要。力求写作素

材鲜活一些，以免“撞车”。
③从现在起到高考前，还必
须认真做 3-4篇完整作
文，且力争每次能长善救
失，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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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符合升学条

件、有升学愿望的，将 100%
地满足学生的升学要求。昨
天，南京市教育部门公布了今
年的中等学校招生计划。今年
南京市约有 7.3万名初中毕
业生，中招计划安排了7.1万
余人，加上职校类学校有足够

的学位，学生几乎可以100%
地升学。近期，将陆续公布各
中等学校的特长生、普通高中
和职业高中招生计划。

昨天同时公布了招收科
技、体育、艺术特长生的招生

计划，招生项目及招生范围
（详见附表）。据了解，特长

生招生于 5月 12日 -13日
（上午 9：00-11：30，下午
2：30-4：30）报名。科技特长
生报名工作在各招生学校进
行。考生凭加试通知书到招
生学校参加专业加试。加试
内容由学校确定，主要考查

学生参加竞赛已获得的成
绩、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
等。体育特长生报名和专业
加试工作分别为：金陵中
学———篮球，梅园中学———
排球，第四中学———足球，第

十三中学———田径，第六中
学———游泳，南航附中———

乒乓球，第十二中学———羽
毛球，第九中学———健美操、
艺术体操，省教院附中（高中
部）———武术。艺术特长生报
名和加试工作分别为：美术
类———南京市宁海中学，文
艺类———各招生学校。

记者还从南京市招生部
门获悉，《2007年南京中考指
南》已经新鲜出炉，将于本周
内陆续分发到学生手中，帮助
学生了解各种考试招生政策，
了解相关学校的招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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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外国语学校高

中招生将于 5月 12日
（本周六）报名。南外中
加高中也同时开始报名。
当天南外还安排了加拿
大排名第一的多伦多大
学招生咨询。

南外副校长邹正介

绍，今年南外高中将继续
面向南京新市区的初中
毕业生招收高一新生 40
名，尤其欢迎理科成绩突
出的优秀学生报考。5月
12日 8：30～17：00，携
户口簿、学生证、初三年

级成绩册复印件和两张
二寸同底正面免冠照片，
到南京外国语学校 （北
京东路 30号）报名并领
取准考证。5月19日，参
加由南京外国语学校组
织的英语笔试（笔试范围

为现行初中英语教科书
和 《新概念英语》第二
册；笔试满分为 100分），
其中也包含部分数理化
知识。5月25日下午，在
南京外国语学校本部发
放所有考生英语笔试成

绩条，公布参加口试考生
准考证号码，办理口试报
名手续 （口试分数线按
录取人数的1：2划定，人
数为80人）。5月26日
下午进行英语口试 （口
试满分为 20分）。参加

英语口、笔加试的考生必
须参加南京市统一升学
考试；学校将按参加英语
加试学生的志愿 （需第
一志愿）和分数（中考分
数和英语加试的分数之
和），从高分到低分顺序

录取40人。
凡被录取的高一学

生，可自愿参加南外理科
实验班的选拔测试，合格
者编入该实验班；其余学
生与本校考入高中的其
他学生统一编班。考入南
外高中部的学生均享有

保送升入高校、被高校提
前录取和推荐出国留学
等方面的权利。

记者还了解到，将于
5月 12日下午 2时在南
外进行的多伦多大学士
嘉堡校区绿色通道说明

会因为场地有限，对校外
学生及家长采用领票入
场方式。今天开始，家长
们可凭相关证件至南外
本部传达室免费领取，领
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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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前一个阶段中出
现的问题；针对高考中常考

或必考的问题，进行专题复
习。如概率问题、三角问题、
立体几何问题、函数的基本
性质问题、解析几何中的基
本量问题等。

2.下一个阶段，除了加强
选择、填空和综合卷的专项训

练外，建议加强解答题前三题
的专项训练。如可以利用课堂
时间，做三道大题（题不要
难，以向量与三角、概率、立体
几何、函数的基本性质、解析

几何中基本问题为主）。
3.解题规范必须进一

步强调，将数学中常出现的
表达问题进一步强调 （如
概率问题、函数的定义域、
立体几何中的问题）。

4.要提高简缩思维意

识，多角度看问题，多方面
获得信息。对每一道题目特
别是重点题性要注意一题
多解的训练，既要找到解这
类题的基本方法，也要找到
解这道题的特殊（简洁）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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