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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佳琪

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学生

2014年沈阳中考成绩745分
沈阳市中考状元





掌握方法 圆梦六月

七八月的风带着清凉吹走了六月的燥热，随着六月的离去，我们的中考也尘埃落定，初中三

年的成长史、奋斗史也告一段落了。回想这三年时光，我们有过艰辛，有过快乐，有过泪水，有

过坚强。九月，又一批学弟学妹要走入初三，开始“痛并快乐着”的初三生活。你们，准备好

了吗？

下面，就让我与大家分享一些学习方法。

第一点，上课认真听讲，跟紧老师思路，并适时作好笔记，其实，我们上课不仅仅是要听课

本上的定义、公式，或者某道题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学习老师思考的方式，比如，数学某道类型

题的辅助线是怎样想到的，语文阅读理解如何将背下来的答题点运用到具体语境中，英语某些时

态是在哪些具体环境中使用的，等等。这样，方法学到了，就会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在记笔记

时，我们要挑关键词来记，在笔记上留下空白，便于自习补充和整理。在笔记一侧可以打一条竖

线，在那一栏里记一些老师延伸的东西或者自己在课上或复习时的心得体会。总之，笔记就像哆

啦A梦的口袋，复习阶段，你需要哪方面的内容，要以最快速度找到最详细的解释，没错，复习神

器，就是它，笔记！

第二点，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细节。在平时小考中，我们经常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比如审题

不清，计算马虎，忘记分类讨论，单词拼写错误，写历史、政治题时错字、落字等等，我们每次

都对这种错误视而不见，但它们在真正中考时，实在是最遗憾、最致命的错误。中考题易：中：

难为7：2：1，真正的难题很少有人会，所以同等水平的同学拉分主要是在简单题的是否细心上。

我在中考前做过一次计算，发现只要把该拿的分数都拿到，不犯低级错误，每个人考上自己的理

想学校、分数都是绰绰有余的。由此可见，这些从指缝间流走的分数是多么的重要，对经常犯

“小马虎”毛病的同学，我有以下建议：

每次考试（无论大考小考）计算出自己的无谓失分，给自己的每一次无谓失分定目标，这次

的无谓失分是5分，下次尽量降到2分，长此以往，可以让细心成为一种习惯。

发现自己有1分的无谓失分，就给自己找5-10道易错题来做，算是对自己的锻炼，也算是对

自己的惩罚吧。

第三点，做题时要放开思路，不要拘泥于固定的步骤和规律，题是会变的！另外要学会独立

思考，不要过分依赖老师，有时候老师的方法不一定是最直接、简单的，也不一定是适合自己

的，大家应该在不断练习中摸索出自己的思路。同时我建议大家多与同学讨论问题，多给同学讲

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理清思路，也可以吸取到别人思想中的精华，与同伴携手并进。

第四点，到了初三下学期，我们经常会有情绪上的波动，当你无所适从，迷惑不解时，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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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老师谈谈心吧；当你很努力学习，成绩却不见起色时，去向你的老师询问一些学习方法吧；

在你做了许多练习，想有更多收获时，找你的老师给你面批，指出你的问题吧，忠言逆耳利于

行，老师的话一定要听，而且听了老师的建议后，你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感觉！

第五点，学习要学会“偷懒”，这里的偷懒可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找点窍门，例如，在背历史

时间点时，我会把记不住的时间点记在一张纸上，下课时拿出来看一眼，这样，无论多枯燥的东

西，一周之内也一定能背下来。再如，记物理的电与磁那一章的知识时，可以把各种原理、应用

列成表格，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就能快速记忆，而且印象深刻。

第六点，要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少用或不用修正带。

平时不要做一道题就对答案，要做完一套题再统一对答案，打分，否则在中考无法对答案的

情况下心里会很没底，很紧张。

做题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会合理地统筹安排每道题的时间。

遇到不好算的数要坚持笔算，不要用计算器。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赛跑，只有坚持到底的人才能笑到最后，祝学弟学妹们用自己的汗水与

拼搏度过无悔的初中年华，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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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两个月作息时间表

05：30-06：00 起床背书（文综、语文、英语）

06：00-06：10 洗漱

06：10-06：40 吃早饭

06：40-07：00 去学校途中

07：00-07：40 早自习（每天一科，查缺补漏）

07：40-12：00 上午五节课

12：00-12：30 午饭时间

12：30-13：30 午自习（写作业/复习）

13：40-17：00 下午四节课

17：40-18：00 晚餐

18：10-21：30 写作业

22：30-23：00 洗澡

23：00 开始上床睡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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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昕卉

沈阳市杏坛中学学生

2014年沈阳中考成绩743分
铁西区中考状元





学习没有诀窍，只有习惯与方法

这次中考我考得比较好，总会有一些人问我学习的诀窍。其实，学习没有诀窍，只有习惯与

方法。优秀的学习习惯可以令我们事半功倍，而适合的学习方法则可以令我们的成绩锦上添花。

在初中这一阶段，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习惯，它不仅会影响你的初中生涯，更会对你的一生产生巨

大的影响。接下来，我对初中一些“流传”比较广泛的习惯加以点评。

（一）关于学习效率的问题

初三时间紧迫，提高学习效率迫在眉睫。提高学习效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有的人喜欢

边听歌边学习，有的人喜欢躺在床上学习……这些独特的习惯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可以保留，

但是一定不能让它们分散你的注意力，小说、电脑、手机等也是如此。（当然，在自己无法掌握好

度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看它们）提高学习效率不仅仅是要提高有限时间内的效率，更要让有限的

时间变得更多，这就要求我们抓紧在校时间。在学校，要学会有效利用课间的十分钟，而不是一

味地选择在课上“抓紧时间”写作业。在课间，你完全可以在去操场呼吸新鲜空气后，回到教

室，利用预铃的5分钟快速地复习或预习，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提高学习效率。

（二）关于计划的问题

许多同学（当然，也包括我）在听到学哥学姐在介绍自己的学习方法的时候，总会听到有关

于做计划的习惯，我自己也曾做过无数的计划，结果无一实现。做计划确实对一些自律性比较

差，喜欢学一会儿习就“开小差”的同学有一些作用。但是，做计划的前提是你要对你自己有足

够深的了解，比如你哪科比较薄弱，需要强化练习；你做习题大概是什么速度；如果不能完成计

划，对于你自己来说什么惩罚最有效……一定要在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之后再做计划，

否则就会无法完成。

（三）关于各科均衡发展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位老师曾对我讲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人跑不过两条腿一边长的人。”学习也

是如此。你一科偏科需要其他科为它背许多分，在中考中偏科的人并不占优势，因此做到各科均

衡发展是很重要也很不容易的。当你意识到偏科的时候，通常已经到初三了。在初三你要提升一

科的成绩，一般都是以其他科成绩的下滑为代价的。一科好不容易上了 10分，结果总成绩没变，

甚至有所退步，这就有些得不偿失了。所以，偏科这个问题最好尽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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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错题本的问题

总结是对一段时间以来你的学习状况的小结，它至关重要。总结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错题本了。其实，错题本的总结也很重要，记错题本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1）记录的科目：最好各科都有一个错题本，（包括参加中考的传统意义上的“小科”：历史和

政治）在考前不必因翻看多本练习册而浪费宝贵的复习时间。

2）记录的内容：最好是自己真正不懂的题，不用记一些因马虎而丢分的题。先把题抄在本

上，过几天再自己重做一遍。（你可以把答案记在一张纸上，夹在错题本里，在自己独立做完后对

一下答案）在时间并不充裕的时候，可以将你认为需要记在错题本上的题划下来，交给父母，让

他们帮助你抄题。

3）记录的方式：可以像上文提到的那样，让家长参与；也可以自己抄写，加深印象；还可以

剪下来贴在本上。（最好让它赏心悦目一些，毕竟最后看的人是你）

（五）关于听课和笔记的问题

对于任何年龄段的学生来说，学习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听老师讲课。老师讲授的知识，不仅是

你每晚作业所需要的，更是你考试时所要应用的。听课时最忌讳的就是人在教室里，心却飞到了

天边。记笔记不仅能强迫你的注意力紧跟老师的思路，防止你神游天外，还能让你在考前的复习

中有可供复习的资料。但是，有一些同学因为赶着记笔记而选择不听讲，埋头记笔记，这就违背

了我们记笔记的初衷。记笔记的目的是为了在日后的复习中能够有可供复习的资料，没跟上可以

向同学借，但是课老师只会讲一遍，课后是借不来的。

（六）关于心态的问题

我曾看到过一句格言：“四分学识智，三心细耐恒，二成应试法，一片平常心。”心态决定着

你考试时能否正常甚至是超常发挥。一分积极乐观的心态不仅对考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更会对

你今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每个人的放松减压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适合在考试前睡一会

儿，有的人却认为这会使脑袋转得更慢；有的人适合考前喝点水，有的人却认为容易考试的时候

上厕所……我听过最匪夷所思的是在考前唱支歌，这就需要每个人自己总结了。无论如何，一定

要让自己有更平和的心态才能考出更好的成绩。我就是爸爸在4中，妈妈在31中，出路不愁，又

签约育才保障，考好了还可以挣到3万块钱。

（七）关于毅力的问题

学习，是一场耐力跑。每个人都要跑上9年才能到中场休息，接下来还要跑更为煎熬的3年。

我认为，对于学习，谈得上喜欢的人已经到了一定境界。他们是在凭自己的喜好做事，而我仅仅

能做到学习，因为那是一个学生该做的事。在初三后期，无休无止的复习，无穷无尽的习题，这

是你必须面对的。要想在中考中获得更好的成绩，最需要的是耐心，最后几个月，不足100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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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智慧，不拼补课，拼的是耐心。最后的时候，谁沉得住气，谁能以一份平常心迎接考试，谁就

是智者，谁就是王者。

以上所说，都是一位优秀的学子所应有的习惯，正如梅茵所说：“习惯是一条巨缆——我们每

天编结其中一根线，到最后我们最终无法弄断它。”习惯可以决定成败，但在每科的学习过程中，

掌握适合自己的方法也十分有利于成绩的提升。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对每一科不同的学习

方法。

1. 数学

数学是一科特别需要准确度的学科，它不像文科，稍微的差错可以忽略，数学算错了一个

数，可能会导致一个四分的填空“颗粒无收”。所以，一定要在小学和初一初二时打好基础，可以

在书店买专门计算的小练习册，确实有利于初三大题的计算。数学的错题本也稍不同于其他科

目，数学的错题本不仅需要记录错题，更需要总结一些类型题，比如一题多解，特殊的证明方法

之类的，数学既需要严密，富有逻辑的思维，也需要一些摸索出的经验。中考我数学得了满分，

得益于我把《百题闯关》第三关做得比较透。

2. 语文

初中三年，唯一一科“折磨”到我几乎没有耐心的一科就是语文了。它不仅需要感性的思

维，也需要一些答题方法。初一时我的语文老师要求我们准备一个专门整理名言佳句的本子，在

初三的作文中，十分有用。一些需要记忆性的字词和文言文、书下注解，最好在上初三前就背

好，这样可以节约初三宝贵的复习时间。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总结一些作文素材，有利于以后

的作文训练。最后冲刺时我狂练《中考168》，这是我做语文最认真的时候了，虽然没出原题，但

是练了感觉，中考时发挥得还可以。

3. 英语

英语是一科记忆的东西比较零碎的科目，上课一定要记好笔记，要多看笔记，勤背单词。（尽

管我也不爱背）可以多看些英语作文的范文，多积累一些高级词汇，一定不要边查汉英字典边写

作文！要注重教材，多看一看书上每一块的文章，都是有可能考的。Chapter中Reading部分的文

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背下来。（尽管考的可能性不大，但在综合阅读中，可能会有知识的

迁移）

4. 物理

初中物理没有太大难度，只要细心肯学，就一定会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我的初中物理老师

在上课时会让我们记笔记，每个老师习惯不同，我还是比较推荐记笔记的。不必记在本上，记在

书上就可。在考前翻一遍教材，既要看书上的概念和实验，也要看你记的部分。最好准备一个错

题本，在考前复习时比较省力。物理的计算也需要准确度。（提高准确度，详见数学部分）

5. 化学

化学也是一门需要记忆的内容比较多的学科。在开学之初，一定要背好老师要求背诵的所有

内容，在高中，化学也是基于那些化学用语、化合价来学习的。一定要把老师讲过的化学方程式

和一些有关实验的问题背得滚瓜烂熟，在初三后期，实在不应为它们牵扯太多精力，因为你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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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酸碱盐要学习。在初三的寒假，我个人建议补一些有关酸碱盐的内容，在初三后期，化

学是最赶不上进度的一科，在最后会讲得很快，而酸碱盐又很难。虽然今年推断题没出酸碱盐，

但它也一直是中考的重点内容。在复习时不要紧盯着酸碱盐不放，前面的实验和概念同样需要

复习。

6. 历史

历史是一科涵盖内容比较多的一科，从五千年前到现在，从古代到当代，从中国到世界，从

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整个三年的历史学习内容，都在考试范围内。从初一就要认真听课，在后

期没有太长的复习时间，老师最需要复习的，是分值最大的世界近代史，最后基本不会复习的是

中国古代史。这就需要同学在空闲时间多翻一翻七上到八下的历史书，不见得要倒背如流，最起

码要做到很眼熟，能大概记住大事发生的时间。读图说史题要多做多练，找准主题。后面的材料

解析题就像是根据短文总结大意一样，没有太大难度，更有一些在材料中能找到的答案，白送给

你分。既然如此，你为何不接呢？

7. 政治

政治是一科记忆内容比较多的科目，只要背好老师讲的知识点，在老师讲开放题时注意多积

累一些开放题答案，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在上文中，我已经介绍了一些习惯和每科的学习方法。在找到方法后学习固然会变得更加轻

松，但仍然需要多做练习。最后，祝愿各位学弟学妹在考试中能够金榜题名，考入自己心仪的

学校！

于昕卉 2014年7月15日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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