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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晚报在手 了解政策不愁
本报23日推出的《中招特刊》及《小升初特刊》受到广大家长学生追捧

□首席记者 陈兵

本报讯“内容好丰富，真是太贴心
了！”“有了升学特刊，我们报志愿、选学
校心里有底了！”23日，洛阳晚报精心
制作的《洛阳晚报·中招特刊》《洛阳晚
报·小升初特刊》一经发行，立即引起广
大学生、家长和教师的交口称赞。

连日来，为给广大学生和家长提供
丰富的升学信息、志愿填报信息，洛阳
晚报记者带着大家的疑问走访了全市
各个中小学、市中招办和我市教育界的
多名资深人士，在他们的帮助下收集到
大量信息，并精心制作了《洛阳晚报·中
招特刊》《洛阳晚报·小升初特刊》。

“这么做真是太贴心了，我和我爸
妈都加入了‘晚报中招帮帮团’QQ群，

受益匪浅。”东升一中一名姓张的初三
学生说。

“今天的《洛阳晚报》太火了，报纸
刚送来不一会儿，就卖完了！”23日，西
工区解放路附近一报亭老板说。

23日至昨日，数百网友加入“晚报
中招帮帮团”QQ群。不少没有买到23
日报纸的家长，在“晚报中招帮帮团”
QQ群里“求《中招特刊》”。截至昨日
16时，该群网友人数达到600人。

如果您错过了23日的报纸，可在
洛阳网查看本报5月23日的电子报。
不论您是考生、家长、教师，还是其他关
注中考之人，都可以加入“晚报中招帮
帮团”QQ群174033897与我们联系，
并关注洛阳晚报新浪、腾讯官方微博，
掌握中招最新信息。

延伸阅读

 中招帮帮团

▲

□首席记者 陈兵 通讯员 刘军旗

今年的“小升初”政策如何？孩子
是上公立初中还是上民办学校？中招
志愿如何填报？学籍不在洛阳市区能
否报考市区的高中？随着又一年升学
季的到来，不少面临小升初和中招的
学生及其家长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
疑问。没关系，欢迎来参加明日市教
育局举办的微访谈活动，通过新浪微
博与我市小升初、中招招生负责人在

线交流。
微访谈将于明日 10 时至 11 时举

行。届时，市教育局副局长韩经权、基
础教育科科长刘红卫将做客微访谈，以

“追求教育最大公平——解答2014年小
升初和中招政策疑惑”为主题，通过市
网管办新浪官方微博@微博洛阳、市教
育局新浪官方微博@洛阳市教育局和本
报新浪官方微博@洛阳晚报，与广大网
友在线互动，对小升初和中招问题集中
答疑释惑。

明日10时至11时
市教育局招生负责人做客微访谈答疑

□首席记者 陈兵

高考前最后冲刺阶段对于考生来
说至关重要。洛阳外国语学校高三政
治教师王晓江认为，政治科目的备考
重点应为系统、牢固地建好基础知识
网络，总结、归纳前一阶段的复习成
果，突破重点和难点，查漏补缺，做到
稳中求进。

以教材为依据 夯实基础知识

王晓江说，教材是高考命题的
依据，因此考生对教材知识的掌握
程度直接影响成绩。考生应该以
《考试说明》为基本框架，以教材为
依据，把4本教材的知识点进行必要
的梳理，根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
深化对教材的理解，熟能生巧，并注
意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梳理知识体系，
浓缩知识精华。

例如，在复习《经济生活》时，考生
要围绕资源配置这个核心，以市场调
节（价值规律）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
展为目的，把知识点展开、理顺；也可
以从社会大生产的四个环节来构建知
识网络，或从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主
体角度来展开分析。

考生要坚持对知识进行有效扩
展，多问“为什么”，多想“怎么办”，激
发思维潜能，明白知识点之间的内在
逻辑关系，多角度思考问题，理清思

路，以巩固自己的基础知识。
在重温教材时，考生不能忽视课

本的“目录”“单元知识结构”“名言”
“专家点评”“相关链接”“单元探究”等
知识点。

王晓江特别提醒，今年政治4本
教材新变化的知识点比较多，考生要
用新的内容来回答问题。

以试题为载体 提升解题能力

“在高考前，搞题海战术不可取，但
要进行适度的答题训练，做题重质不重
量，建议同学们精做。”王晓江说，考生
要注意总结每一种题型的解题方法，找
到解题思路，建立答题模本，着重提升
解题能力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练模拟 考生要锻炼自己在规
定时间内做超过高考选择题题量的能
力。锻炼做非选择题，重在练审题能
力和组织答案能力，可以提纲式作答，
并参照参考答案找差距，同时注意梳
理不同题型的不同解题方法。

●做真题 考生要从往年高考题
中找感觉、找规律、找高考命题的出题
角度等。近几年高考命题中，哲学生
活试题往往注重对具体知识点的考
查，文化生活试题要求考生从两个观
点中选择一种并说明理由。

●析时政 考生要运用教材知识
多角度分析时政材料。比如：“中国梦”
是法治梦、民主梦、幸福梦、民族梦，可
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多方面
进行多角度、小切入分析。文化生活
方面可以思考文化生活现象：交流方
式从书信到手机短信再到微信、手机
阅读与读书、洋地名和洋楼盘名等。

●温错题 考生要翻看错题本，温
故知新，提醒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

以规范为标准 向细节要分数

“在考试时，只要注意细节、规范
答题就能多得分。”王晓江说，考生答
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规范。

●做题过程规范 选择题注意设
问，考生可以在试卷上圈出关键词提
醒自己，把错误的选项划掉，不确定的
选项打问号；非选择题要慢审题，再带
着问题读材料，注意审设问的知识指
向范围、主体、设问类型，然后大概列
出知识点，根据材料筛选。总之，审题
要慢、准、细。

●组织答案规范 政治题文字量
大，规范答题可有效避免因非智力因
素失分。王晓江建议，考生要把答案
进行序号化（①②③④）、段落化、要
点化（根据题目要求知识点分合得
当）、术语化、逻辑化、完整化、整洁化
处理。考生在组织答案过程中，要根
据其重要程度和教材出现顺序分清
答案的先后顺序；要注意同一问题若
有两个设问或有两个主体以上，应该
分开标示明确作答，如信息①②、措
施①②；要把教材知识放在前，结合
材料放在后，中间用句号分开；尽量
做到表述简练、有逻辑层次、观点鲜
明、举例恰当。

 家有考生

▲

政治：夯实知识基础 提高实战能力
□据 新华网

对今年高校的招生录取结果，尤其
是自主招生等特殊类型的招生录取结
果，教育部将组织专家进行抽查，抽查
高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0%——教育
部近日下发通知，提出今年国家将完善
招生录取结果复查制度。

通知要求，各高校应把本校招生计
划编制、招考办法、录取标准、预留计划
使用原则和标准、特殊类型考生入选资
格名单、录取结果等招生工作中的重大
事项纳入集体决策范畴。集体决策事项
涉及违规的，按照表决情况进行追责。

虽然往年高招教育部都会对高校录
取结果进行抽查，但今年这一工作被提高
到制度的高度。通知要求，高校自主招生
等特殊类型招生的面试过程必须全程录
像，考生报名申请、笔试答卷材料及面试
录像要报本校纪检监察部门备案备查。
体育艺术类专业或体育艺术特长生等特
殊类型考生要开展入学专业测试复核。
对在抽查和复核中不达标或通过“点招”
等途径违规录取的学生，一律不予学籍注
册；已经注册学籍的，要坚决予以取消，对
相关责任人实行倒查追责。此外，还要重
点检查各高校在所有省区市录取考生的
最低成绩公示情况，公示须分省、分批次、
分专业、分科类。未经公示的不得上报录
取数据，一律不予学籍注册。

各地还要督促招生主管部门加强
对自主招生和特殊类型招生的监管，普
遍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对自主招生
和特殊类型招生集体决策、安全保密、
回避、信息公开等制度的建设及其执行
情况进行严格检查。对于发现有暗箱
操作、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问题的人
员，一律立案，严肃查处。

通知指出，对泄露高考试题等泄露
国家秘密的案件以及违规录取案件，对
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不但要追
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按照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及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
相关规定，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教育部：今年高招
结果复查不低于10%

招生咨询电话：63937197
地址：西工区九都路76号
网址：www.lyfl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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