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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红

地理试题怎么答？漯河五高高
级教师宋顺平来为考生做下引导。

选择题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
找准题干中易迷惑和粗心的关键
词，如“方位”“最”“可能”“分
别”“不正确”“错误”等，同时注
意选项中出现的绝对性字眼，如

“都”“一定”“全部”“只有”“完
全”等，多数情况下，这些选题是
错误的。二是看清地理图示，读懂
图意。地理选择题图表材料多，要
认真阅读图表内容，注意从图表中
获取显性和隐性的信息，并将这些

信息与文字材料结合起来，灵活运
用。三是多用排除法。有的题感觉
两个以上选项都符合题意，这种情
况下，考生一定要用课本知识和原
理以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常识逐一
排除错误选项。

问答题分三步走。一是审题。
一定要根据题的设问，弄清楚要回
答的中心问题后再读材料，这样可
有效提取材料中的信息，并节省答
题时间。二是构思。答题模板主要
有特征类、成因类、评价类、意义
类、措施类等题型，根据答题模
板，结合题目，构思答题思路。三
是作答。答案要点要全面，不要遗
漏。语言表达规范，尽量用学科语
言、学科术语答题。具体的概念、
名称等知识点没记住，可答得适当
模糊点，如该地有**城市或**铁路
分布，可答成该地有城市或铁路分
布。问什么答什么，若没把握，怕
要点遗漏，就可多答些，这样就可
以适当地多得分。 （下转05版）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如何在语文考场上超常发挥，取得
更好的成绩呢？记者采访了漯河五高高
级教师冯广健老师。

在冯广健老师看来，考生在答题
时，首先要充满自信、思维活跃，保持
良好心态，即不畏难题、题难我难人亦
难，题易题熟要小心，切莫落入思维定
式，遇到熟题要看和平时做的题是否有
变化，易题更要准确全面。其次，合理
安排好做题顺序和时间，做题顺序最好
是先易后难，先选择填空、后主观题和
作文；要利用好开考前 5分钟，这 5分
钟可以做几道选择题或思考名句默写的
答案，但不要构思作文。

另外，在审题时要认真，可用笔划
出题目的指向要求、重点提示、字数条
数、具体形象、抽象概括等，重视思维
表达的整体性、准确性、严谨性、条理

性、明确性、规范性、简洁性和形象
性。

“对于论说类文、文言文、诗词鉴
赏、传记类文、作文材料、补写句子材
料等题目，都要先整体阅读，把握大
意，再结合题目细读精读。”冯广健老
师说。

在语文考试中，作文所占比重较
大。如何写作更易于取得高分呢？“要
注意任务驱动型作文的可写性，立意、
选材、文体等的选择，主旨深度、思考
强度及可开掘角度。作文的命题选材参
照‘一点四面’的原则：一点即立德树
人，四面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
的传统文化、依法治国和创新。”冯广
健老师说，“另外要突出审题立意的准
确性和思辨性，思想感情的现实性和时
代感，内容材料的丰富性和充实感，结
构思路的逻辑性和清晰感，语言文面的
文采性和整洁感。”

□本报记者 吴艳敏

在高考当中，数学是重要的一
部分。那么在高考考试中，都有哪
些技巧呢？记者采访了漯河高中多
次参加高考阅卷的数学教研室主任
魏艳丽。

魏老师表示，要在做完试卷 I
后立即将答案填涂在机读卡上，若
考试接近结束了才涂机读卡，有可
能时间不够或因涂卡匆忙而涂错。
并且涂卡时要认真看清楚机读卡是
横式或竖式，涂卡时要逐一核准题
目号和答案，严放因为漏涂一题导
致依次递补全部错位的局面出现。

数学考试答题一般遵循原则是
先易后难，那些自己熟悉的题目先
行轻松解决，可以让自己的注意力
慢慢集中在考卷上，情境单一更容
易集中精力。

选择填空做题技巧一定要注意
运用，卡在某个题上既不要马上放
弃，也不要和他死磕，而是再读一
遍题，看看是否遗漏条件，猜测出
题人的意图，即这道题考的什么知
识点。有的题做到中间计算化简是

不是出问题了，因为有的数学题的
确要根据计算化简后的结果推出进
一步的的结论。草稿纸最好有条
理，要按顺序写，以便这时候看看
过程是否有问题，把握好做题节
奏，有的题你这会儿看着做不出
来，跳过后再回来时很快就做出来
了。

高考试题和平时的练习在说
法、切入点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运
用知识点方法都是一样的，数学的
类比推理，归纳推理都是可以用
的，这就叫大胆的猜测，小心的求
证。

解答题答题规范要注意，力争
既对又全。面对难题，讲究策略，
分步得分。要求会的得满分，不太
会的多得分，完全不会的要巧得
分。比如有的解析几何解答题的常
规步骤，导数题分类讨论讨论不全
可以讨论一部分，那些前面中等难
度的解答题要求步骤全，第一问第
二问有明显界线，方便评卷老师评
阅，所写过程最好占到答题区二分
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关键部分还
要有层次才可能不被扣掉步骤分。

□本报记者 吴艳敏

英语考试中有哪些技巧？记者来到
漯河高中，找到该校英语教研组张晓向
老师了解。

据张老师介绍，语法填空注意大小
写，改错不要用铅笔改，否则全部为0
分。

作文写错的地方，用一条横线或斜
线划掉即可，不要涂成一个黑疙瘩。一
篇好的书面表达，从卷面整洁上，就像
穿了一件梦幻般的外衣，从内容要点
上，就像长了一副天使般的面孔，从结
构精练上，就像具备了魔鬼般的身材。
首先，卷面要整洁，工整，字体饱满圆
润，层次清楚。其次，叙述简明，开门
见山让人一看就明白。有时一个漂亮的
开头就奠定了高分的基础。卷面整洁美
观，一个单词甚至连一个标点都不改
动，文章布局合理，文字大小合适，间
距悦目，加上自始至终书写优美，语言
表达正确流畅。

张老师表示，经过全方位多角度的
分析，预计 16年高考英语整体难度略

高于 15年，作文仍以书信应用文为主
要备考内容，图画作文也适当兼顾。英
语书面表达倾向于复合句式和灵活多变
的词汇，这既是学生英语水平的体现，
又很好地体现了英文书面表达的风格。
如果两篇表达了同样思想的文章，一篇
简单句居多，一篇复合句居多，后者的
得分要明显高于前者。 作文要紧扣主
题，覆盖所有要点，内容较充实，语法
结构多样，词汇丰富，能显示出较强的
语言运用能力，要想拿到这个档次的分
还有一个严格标准就是语言小错(单词
拼写，冠词，大小写，标点符号)不超
过四个。所谓的大错包括搭配错误，词
性混用，时态语态，主谓一致，句式等
错误。

有些同学在考试的时候，写书信等
应用文体时，不恰当使用了议论文常用
的一些套句。很多考生在写作时，不顾
及答题要求，单纯罗列自己熟记的例句
和经典句型，句子虽精彩，但与主旨毫
无关联，就显得画蛇添足，所以考生在
积累优美语句时，务必充分掌握其用法
及场合，做到恰如其分才能得高分。

明天，我市
考生就要走进考
场了，在平时除
了要积极调整心
态之外，进入考
场后，考生应该
怎样充分利用考
试时间，昨日，
记者请我市9位
名师，分别就语
文、数学、英
语、历史、政
治、地理、物
理、化学、生物
9门科目为考生
进行分析指点，
希望能起到一点
作用。

名师“应考指南”助你“临门一脚”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政治是每一个文科学生都重视的学
科，如何在高考中获得高分呢？记者采
访了漯河五高政治教研组长、政治高级
教师刘永立。

针对政治学科的得分技巧，刘老师
给予了一下几点建议：

一、重点把握《经济生活》《政治
生活》《文化生活》 以及 《生活与哲
学》四本必修教材的主干知识，对教材
目录进行浏览复习。

二、准备三至五个时政热点话题，
进行考前的思维训练和答题术语练习。
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精准扶贫、五大发展理念、生
态文明建设等。

三、解题重在审题。审题是保证有
效答题的关键!把命题人对考生的要求
找出来。应紧紧围绕要求作答，不回
避、不偷换概念答题。

四、语言表达要做到课本概念与材
料有机结合。概念要准确，语言有逻
辑，答案时政术语化。

五、考试要沉稳。无数次实践证明

考前和考试刚开始，考生微微紧张最有
利于考出高分。选择题——做到“选之
有理，舍之有据”；主观题做到：1．要
点序号化——序号只能用①②③；2.语
言逻辑严密，必须根据论述的层次分清
段落；3．表述准确，语言学科化，表
述简洁。反对使用文学化、生活化、口
语化语言；4．字迹工整，卷面美观化
——反对字迹潦草、错字连篇，答题越
界错位。

“做题的时候要明白‘遇难不畏
难，我难人亦难，难题努力得好分’，

‘遇易不麻痹，我易人亦易，易题努力
得高分’，好的心态对考试有着很大的
影响，考生考试时，要把握情绪，争取
稳定答题。”刘老师说。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历史在文综考试中占有很重的
比例，如何在高考中，更多的“抢
分”呢？记者为此采访了漯河五高
高三历史备课组组长、历史高级教
师吴敏学。

做好选择题一般可用“排除
法”，对不合史实、绝对化表述、
不符合材料要求的加以排除，也可
以用现实验证。最好“一锤定
音”，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不要
随便改动已经选了的答案，除非十
拿九稳。

现在高考历史题基本都是设计
新材料、新情景，考生做题时一定
要抓材料的“限定语”、“主干
语”、“答项语”，根据题目要求，
正确表述。

一 般 来 说 ， 第 40 题 是 主 观
题，考生要紧扣材料及问题要求，

看是“依据材料”还是“结合所学
知识”，亦或两者结合，答案注意
要“点全话短”；第 41 题是开放
题，年年都会“变脸”，若遇到新
题型一定不要慌张，要依据材料及
问题要求，看清时空限定，按“三
段论”作答：即“是什么”——说
明材料的信息、观点或自己的看
法、判断；“为什么”——用史实
说明与论证，通常要回答原因、作
用等；“怎么样”——上升到理论
或史观高度进行总结；选做题宜选

“改革”题或“人物评价题”，据统
计这两题考生得分较高。

注意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忌用
俗语。如影响的“积极与消极”就
不能写成“好的和坏的”；主观题
答案要段落化、要点化，一般“提
取信息、分析原因、比较异同、史
实论证”等问题或要求时写四个要
点为宜。

语文：合理安排做题顺序和时间

政治：针对时政热点 进行答题训练

数学：答题规范 分步得分

英语：书面干净整洁很重要

历史：使用学科语言 忌用俗语

地理：图表多 要读懂图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