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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交流流台台

近年来，河南中考英语试卷结构和考查
点都比较稳定。试卷分为七大题：Ⅰ听力题
（20分）、Ⅱ单项选择（15分）、Ⅲ完形型填空
（10分）、Ⅳ阅读理解（40分）、Ⅴ阅读填词（12
选 10，10分）、Ⅵ补全对话（10分）、Ⅶ作文
（15分）。其中Ⅰ至Ⅳ是选择题共85分，Ⅴ至
Ⅶ是主观题共35分。满分120分。

进入初三以来，伴着同学们的课业日益
繁重，中考的压力也如影随形。如何备战中
考？如何知己知彼？如何高效学习而在中考
中取得好成绩？诸如此类问题，一直困扰着
学生们，希望以下几条建议能有所帮助。

每天读背 培养语感

重视学习新教材知识点。我认为过早开
始总复习是不合适的，因为直到下学期，各版
本教材都还有一些新课要教，建议同学们把
当前所学的知识点、词组、句型、语法归类总
结，重点课文熟背。更重要的是把每天的读
背英语养成习惯，培养语感。

听力似乎成了很多考生拿高分的拦路
虎。建议大家在日常学习英语过程中，把课本
里的听力部分能够跟着磁带一句一句听写出
来。基础较差的学生可以先背再听写，这是提
高学生听力基本功的方法之一。当然，考试时
做听力题也是有一定技巧的，考生一定要在录
音播放之前把所有题目看过，要对有关what、
when、how、why等问题尤为重视，这样等播
放录音时才能边听边迅速准确地找到答案。

掌握技巧 突破难点

英语中考试题注重考查学生在一定语境
下对语言基础知识的把握和综合运用英语的
能力。而最能反映这一能力的便是阅读类题
目，如完形阅读、阅读理解、阅读填词等。考
生如果想在这类题目上拿高分，必须有一定
的阅读量和阅读技巧。首先，不能泛泛而读，
要精读，即把你认为优美、地道的词句标出来
反复阅读背诵，这样可以增加考生的词汇
量。因为没有一定量的积累很难有质的升

华。
同时，如果你某一道阅读题错了，一定是对

阅读中某一段落理解有误，把它重点标注并经
常复习。这一类题目往往是考生的落分题，大
家觉得难的主要原因便是中英文表达习惯的差
异，中文喜欢短句，英文喜欢长句。英语的阅读
理解经常是一整段才两三句甚至一句，对于这
些复杂的长句，只要抓住句子的主干——主语、
谓语、宾语，问题就明朗了。对此，如果想在短
时间内提高其理解力，我认为在日常训练时多
做些汉译英、英译汉的练习会大有帮助。

做阅读题一定要紧扣原文，最忌讳的便
是脱离原文自己臆想。也要注意找每篇文章
的主题句，很多考题是根据主题句来设立题
目的。主题句往往在句首，有时也出现在文
章中或结束处。对于文章中的生词不要慌，
要学会根据上下文判断其意。每年中考阅读
材料中有3％的生词是不注释的。因此，建议
考生准备一个便于携带的小本子，把学到或
在阅读中碰到的生词、词组、好词好句做一些
摘录。利用零星时间经常看看，背背。在背

单词的时候，可以听、读、看、记，调动多种感
官一起活动。

紧扣命题 审清题意

写作往往是考生最头痛的事情。一篇作
文质量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同学们语言知识的
建构和语料积累。这主要从三个方面考查学
生：内容分主要考查文章主题是否明确、内容
是否紧扣命题、语言是否精练。语言分主要
考查学生单词的拼写能力、句型的运用是否
正确等，行文是否流畅，衔接是否合理。

在平常练习时考生就要有考试的心态。
首先要审清题意，分析题目与要求，确定写作
思路与框架。其次确定写作的时态，注意时
态前后一致，动笔之前根据题意把需要的句
型、动词短语等罗列出来备用。尽量使用学
过的、最熟悉也最有把握的句型和结构，句与
句之间要过渡自然，多使用一些连词如：al-
so、besides、but、however、on the other
hand等，这样作文的整个档次就提升了。

开发了智力，培养了能力，学生成为
学习的主人，学生主动思考，自我检查的
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我进行初中数
学作业批改改革得到的有益尝试。

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老师上课教，
课下批改作业；学生上课听，课下做作
业。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天天忙于按时
完成作业，自我检查的积极性受到压
抑。总之，作业的“全批全改”让教师很
辛苦，束缚了教改的手脚，更束缚了学生
生动活泼的学习。以下是我在教学中批
改作业方法的几点尝试：

一是随堂批改作业。新课改后，简
单的作业可当堂完成，采用集体讨论答
案方式，当堂集中统一批改。

二是小组批改作业。把不同水平的
学生安排成前后两桌，每四人组成一个
小组。每次上课前5分钟由教师提供参
考答案，小组内互相批改，并把批改的情
况向老师或信息小组汇报典型范例及错
题情况。

三是教师抽查和面批。教师对小组
批改后的作业要进行抽查，了解作业和
批改的情况，对作业中存在的明显问题
要复批或面批。

四是信息小组及时做好信息交
流。由课代表和几名同学组成信息小
组，其主要任务：一是汇集班上作业中
出现的典型错题进行“会诊”，分析错
误原因，提出正确答案供学生参阅；二
是收集作业中做题方法新颖巧妙、思
路简捷、一题多解的典型范例，及时在
班上进行交流；三是每教一单元，在教
师的指导下，信息小组总结正、反两种
典型，向全班同学作交流，以达到消除
错误，开阔眼界，巩固知识，掌握方法
的目的。

通过上述几点尝试，使学生变被动
学习为主动学习，教师变独角演员为导
演，充分发挥了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从
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白书理)

“这次交流活动拓宽了校际交
流的渠道，是一种创新。”付耙牯
说，进行“同课异构”交流活动，可以
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一学科教师，也
可以是不同学校的同一学科的教
师，“这次活动打破了校际之间的界
限与封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资
源共享，共同发展。”

“同课异构”把问题具体化为
各个比较点，这也更利于学生理
解，有助于教师成长。付耙牯介
绍，为加快年轻教师的成长，五所

学校还将尝试同一个年轻教师经
过多次的同行或专家讲评指导，
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对同一课
进行多次展示的“同课异构”教研
活动形式。

“要碰撞，但不要打擂台。”回
顾这次活动，胡玉敏说，教学理念
在碰撞中才能进步，“同课异构”不
是比武台，它更像一个练兵场，让
教师真正“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最终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实现高
效教学。

“同课异构”教师的练兵场
培养学生能力，做学习的主人

11月23日，市八中、二中、十九中、
一中和四十六中五所中学，在十九中
举办了五校第一届“同课异构”交流活
动，5 位来自不同学校的数学教师，同
上一节课，引发了不同教学方式的碰
撞和思考。

什么是“同课异构”？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后

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
思想，交换后每人有两种思想。”市八中校长
付耙牯用萧伯纳的一句名言给出了答案，他
说，这是五所学校在联考的基础上，为达到提
高课堂效率和学生个体良好发展的目的，进
行的一种探索与尝试。

具体操作上，教师选用同一教学内容，根
据学生实际、现有的教学条件和教师自身的
特点，进行不同的教学设计。“同课异构”的基
础是“同课”，即同一教学内容，基本相同的教
学目标，程度基本相同的学生，同一个检测反
馈测试，“异构”则体现在多位教师的不同教
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教学策略。

课堂上，与其说是一次讲课，倒不如说是
一次参与者智慧的碰撞——

同样的一节立体几何入门课，二中的薛
涛英老师重在模拟场景；一中王军杰老师则

“降低”门槛，培养学生兴趣；八中乔石冰老师
引导学生练习空间想象能力；十九中杨汉清
老师大量利用实物教具等，锻炼学生动手能
力；四十六中张文乐老师从高三易出错概念

“倒追”开讲……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任何一个教师都

不可能是一切优点的全面体现者，每一位教
师都有他的优点，有别人所不具备的长处。”
二中校长胡玉敏介绍，教师在讲课和听课的
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比较、借鉴与反思，既可
以巩固自己的优势，还能发现自己的短板，教
师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进步。

中考英语
突破难点有技巧“天天向上”拿高分 □市实验中学 宋丽娟

它是思想的交换

它是参与者智慧的碰撞

它更像一个练兵场

□记者 崔宏远 通讯员 耿崎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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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
批改作业的几点尝试

市十九中数学老师杨汉清在讲课市十九中数学老师杨汉清在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