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策略和提分关键

中学数学

一：试题的基本结构

全卷共有三种题型，选择，填空，解答；

120分满分，120 分钟的考试时间，不超过 28道题的题量；

二：答题时间安排

1：压轴题（后三道，25,26,27）
一般为“信息给予类创新探究题”“代数综合”“几何综合”“代几综合”；

在 16、17分钟左右完成一道解答题的，总体算来，这三道题目所占用的时间为 50 分钟。

2：解答题（17-24 题）

均为中档难度的解答题，前面的题目偏基础，后面的题目难度会上升。这些题目应该是读完

题目就有思路的，所需思考的时间很短，故而做题基本上是行云流水般顺畅。不跳步的书写

速度，这些题目需要用上 35 分钟左右的时间。若 23、24题难度略有上升，这 8道题目应该

在 4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完成。

3：选择填空

通过减法我们可以知道解答这部分题的时间只有 30分钟；一般选择和填空的最后一问难度

会有所拔高，应该先利用答题技巧（排除法、特殊值法等）猜选一个选择题答案，然后投入

到大题的解答过程中。最后回过头检查。

剩下的题目平均每一题的做题时间不要超过 1 分钟。这需要长期的定时训练，有心的同学们

可以从现在开始了！

三：训练方法

1、每周挑一，两套卷子（期末或模拟真题最好，难度和题量有保证），20~30 分钟之内做

完选择填空，力保正确率保证 100%
2、所有难度到达压轴题的题目，尽量在 20分钟之内做完，完成率保证 80%以上

3、做作业保证集中精力 2小时以上，不要随意在中间休息。在平常就开始训练紧张感核对

时间的把握程度。

4、做题要敢于动笔，有些时候车道山前必有路。尤其是大题，盯着题看一分没有！

5、平时训练就要学会检查，脑袋里思考着什么题目曾经错过，看看卷子里有没有类似的题，

这次有没有错（例如线段长和点坐标相互转化的时候，自变量取值范围等等）看看有没有容

易引发错误的地方（例如分类讨论，括号中的条件等等），这样去检查能够在相同的时间内

最大概率的找出错误，提高分数。

PS：（初一，初二平常作业较多的孩子可以按三个模块分开训练答题时间的合理安排）



四：常见问题和对应解决办法

1：选择，填空，简答题，基础丢分严重

解决办法：

（合理分配时间）试卷发下来后,应先大致看一下题量,大概分配一下时间,选择和填空题务必

花些时间进行草稿演算和检查；

（考试心理调整：取舍与自我安慰）选择和填空最后一道题用时太多还未找到思路,可暂时

放过去,将会做的做完,回头再仔细考虑；（自我安慰的心理：我不会的题目别人也不会,或许

可以使心情平静）

（趁热检查）一道题目做完之后不要急于做下一道,要再看一遍,因为这时脑中思路还比较清

晰,检查起来比较容易，这个方法需要平时注意慢慢养成；

（注意多解和取值范围）对于试题必须考虑周全,特别是填空题,有的要注明取值范围,有的答

案不只一个,一定要细心,不要漏掉；

（利用题干结论）有若干问的解答题,在解答后面的问题时可以利用前面问题的结论,即使前

面的问题没有解答出来,只要说清这个条件的出处（当然是题目要求证明的）,也是可以运用

的；

（难题拿下步骤分）对于那些一下子做不出的题目,还是要努力思考,尽量能做出多少就做多

少,一定的步骤也是有分的；

2：概念不清，思路错误，步骤丢分

解决办法：

（概念理解性记忆）概念靠理解性来记忆，我们必须在牢记其内容的基础上知道它是怎样得

来的,又是运用到何处的，还需要多做一些练习；

（看例题的方法）多看一些例题.每看一道题目,就应理清它的思路,掌握它的思维方法,再遇

到类似的题目或同类型的题目,心中有了大概的印象,做起来也就容易了,不过要强调一点,除
非有十分的把握,否则不要凭借主观臆断,那样会犯经验主义错误,走进死胡同的；

要把想和看结合起来.我们看例题,在读了题目以后,可以自己先大概想一下如何做,再对照解

答,看自己的思路有哪点比解答更好,促使自己有所提高,或者自己的思路和解答不同,也要找

出原因,总结经验；

3:难题不会怎么办

（综合例题提分关键）看一些技巧性较强、难度较大,自己很难解决,而又不超出所学内容的

例题,例如中等难度的竞赛试题，例题有现成的解答,思路清晰,只需我们循着它的思路走,就会

得出结论,这样可以丰富知识,拓宽思路,这对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很有帮助

4：提高成绩的必经之路

（做练习的方法）要想学好数学,必须多做练习；我们所说的“多做练习”,不是搞“题海战

术”.后者只做不思,不能起到巩固概念,拓宽思路的作用,而且有“副作用”：把已学过的知识

搅得一塌糊涂,理不出头绪,浪费时间又收获不大,我们所说的“多做练习”,是要大家在做了一

道新颖的题目之后,多想一想：它究竟用到了哪些知识,是否可以多解,其结论是否还可以加

强、推广；

（必须熟悉各种基本题型并掌握其解法.）
课本上的每一道练习题,都是针对一个知识点出的,是最基本的题目,必须熟练掌握；课外的习

题,也有许多基本题型,其运用方法较多,针对性也强,应该能够迅速做出.
许多综合题只是若干个基本题的有机结合,基本题掌握了,不愁解不了它们.



（在解题过程中有意识地注重题目所体现的出的思维方法,以形成正确的思维定势.）
数学是思维的世界,有着众多思维的技巧,所以每道题在命题、解题过程中,都会反映出一定的

思维方法,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注重这些思维方法,时间长了头脑中便形成了对每一类题型的

“通用”解法,即正确的思维定势,这时在解这一类的题目时就易如反掌了；同时,掌
握了更多的思维方法,为做综合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基础好的多做综合题.）
综合题,由于用到的知识点较多,颇受命题人青睐.
做综合题也是检验自己学习成效的有力工具,通过做综合题,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所在,弥补

不足,使自己的数学水平不断提高.
（“多做练习”要长期坚持）每天都要做几道,时间长了才会有明显的效果和较大的收获.

五：学会自我分析

试卷分析必须自己做才有意义，以下是海边数学初一尖端班的刘厚泽同学的试卷分析记录。

包括每次作业的分值分析，成绩记录，错题原因和改进方案，所以成绩好坏的根本原因还是

在于自己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