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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学丽和张付西分析，“按下
葫芦浮起瓢”的原因一般有三
个：学习时间分配不合理、基础
不扎实、心理压力过大。什么才
是补弱科的正确方式？他们有
如下建议：

●高一、高二学生
错题本越早准备越好。高中

入学后，经过两次考试，学生对自
己的强科、弱科就会有一个大致的
判断，这时候就要开始补弱科了。

如何补？第一，在平时练习
中，遇到不会的、做错的题，要及
时记在错题本上，对于弱科，尤其
如此，错题本将是你补弱科的最
好资料。第二，寻找学习伙伴，自
己哪一科弱，就主动与该科强的
同学结成对子，互相帮助，取长补
短。从经验看，效果不错。

●高三学生
既要学，也要思。高三学习

任务重，想在补弱科的同时保住
强科，尤其要注意这些问题。

第一，利用好碎片时间，不
要因急功近利而在一段时间内
只学弱科，可以在保证其他科
目学习时间的基础上，多利用
碎片时间补弱科。比如，语文
差的学生，可在早读前抽出 10
分钟背必考古诗词，在课间多
看试卷。

第二，学思结合。“思”即总
结、归纳，高考题十分灵活，考查
学生运用课本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学思结合才能攻克难关。

第三，学会减压。高三学生
一定要学会缓解压力，找人倾诉、
运动等都是不错的减压方式。

□见习记者 刘敏

学姐档案：陈伊凡，毕业于洛阳一高，
2015年以647分的成绩考入同济大学。

高中阶段，我在全年级的排名，从高一时
的五六百名到高二文理分科后的三四百名，
再到高考时的第八名，一直保持着上升趋
势。我的秘诀就是刷题。

我相信熟能生巧。很多同学高三才开
始做的《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我在高二时
就利用假期做完了。整个高三，除了老师
发的卷子，我还买了《金考卷》。很多人批
判题海战术，但我觉得真正该批判的是盲
目刷题。刷题不是为了求数量、求心理安
慰，而是为了学习解题技巧，找出自己知识
体系的薄弱环节。

做完一套题后，自己不会的、做错的题，
我会请教老师和同学，然后记在错题本上，经
常翻看。

回忆高中生活，我最后悔的事是高一时
常常逃课。可能因为刚进入高中，心态有点
儿放松，白天容易犯困，所以我常逃课。遇到
早晚自习、计算机课、体育课等，我就会到宿
舍睡觉或者干点儿别的。

高二时，我开始努力学习，也没再逃过
课。有时，我会想如果从高一就开始努力，也
许我高考能考得更好，毕竟高一是打基础阶
段，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学姐支招

我能想到最后悔的事
就是高一时常常逃课

□记者 王晓丹

高三学生家长：最近，孩子的同学在网
上买了很多高考押题卷，这些卷子真那么
神吗？

市招办普招科科长高冰南：到了高考复
习冲刺阶段，一些家长和考生把精力放到了
所谓“押题卷”上，说明他们对高考仍存侥幸
心理。

目前，网上确实有不少打着押题、猜题噱
头而大卖的卷子。考生把这些当作平时的模
拟题进行练习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依赖“押
题卷”。

高考试卷属于绝密级，一旦泄题就会触
犯法律。这些押题卷的出题者可能根据猜
想推断题目，也可能是根据往年高考的出题
方向来作判断，但都没有确切的依据。

高考考查的大部分内容是基础知识，不
管试题难度如何，考生都应扎扎实实地把基
础知识复习好。在最后冲刺阶段，应该按照
学校的安排走，踏踏实实地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查漏补缺，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要保持平
和心态及合理的作息。

你有问题我来答，快加入洛报教育高中
群（QQ群号：521345851）讨论吧。

答疑解惑

买了押题神卷
能否成功逆袭

高中·学生

按下葫芦浮起瓢 提分为啥这么难
弱科成绩提高了，强科却又下去了，如果你遇到这种现象，可能是基础没打牢

高
中·
学
习

升入高中后，学生普遍反映数学难，航天员陈冬曾经的班主任提醒——

高一数学太难？也许是你太放松！

小杰是我市一名高三学
生。刚升入高三时，他的语
文、数学成绩较好，基本能考
120分以上，物理、化学相对
较弱。

一练考试结束后，小杰
开始补弱科。最近几次考
试，他的物理、化学成绩确实
提高了，语文、数学成绩却下
降了。就拿二练考试来说，
他的物理、化学成绩总共提
高了30多分，语文、数学成绩
却下降了50多分。眼看离高
考越来越近，小杰十分焦虑。

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少
见。最近，师院附中高三
（3）班的几名学生，找到班
主任魏学丽倾诉烦恼。

在分析问题前，市三中高三
（14）班班主任张付西认为应该先
理清两个问题：如何判断弱科进
步、强科退步，以及什么才是强科。

张付西说，对于弱科和强科，
要着重看排名，而不是看分数。因
为每次考试的难易程度不同，分数
不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那么，什么才是强科呢？张
付西认为，高中学习分三重境

界：第一重，熟悉课本上的基本
公式、概念；第二重，能灵活运
用课本知识解题；第三重，在学
习过程中经过顿悟，对相关学
科有了透彻理解。

“真正的强科，应达到第三重
境界，这样才不会出现大幅波动。”
他说，有些同学的强科并不是真的
强，所以才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
瓢”的现象。

弱科补上来
强科大跳水

案
例

分
析

你的强科 也许不是真强

对
策

找个好学伴 助你弱科变强科

□见习记者 刘敏

很多学生都会有优势科目
和弱势科目，想决胜高考，就要补
好弱科。最近，我市一名高三学生
很苦恼，他补弱科的过程就像在
玩“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游戏：

弱科提高了30多分，强科
却下降了50多分，咋

回事？

□记者 王晓丹

上初三时，孩子的数学成绩挺
好的；升入高一后，却只能在及格线
上下徘徊。最近，家长张女士为孩子
的数学成绩苦恼不已：是高一数学太
难，还是孩子没掌握住学习方法？

“其实，这是很多高一学生的困
惑。”航天员陈冬曾经的班主任、数
学老师姚志强说。

分析 高一数学 难在哪里

“学生进入高一后，普遍认为数
学难。”姚志强说，如不及时补救，会
导致部分学生对数学学习失去兴趣
和信心。

与初中相比，高中数学要求掌
握的知识点更多，教学进度更快，难
度也更大。以乘法公式为例，初中
要求掌握三个就可以了，高中常用
的则有八个。

初中时，学生一学期学一本书，
有充分的时间听课、练习、纠错；到
了高中，一学期要学两本书，进度
快、难度大。

此外，高一学生经过初三一年

的拼搏，心理上会有所放松。多数
高一老师，又是从高三下来的，他们
会认为高一的知识简单，因此讲 得
比较快。

建议 升入高中 别太放松

那么，如何学好高一数学呢？
姚志强建议学生这样做：

●预习不要光看课本。学生都
知道预习的重要性，但仅看课本、背
题是没用的，预习一定要抓本质，比
如函数的本质就是图像。预习时，
学生可以学习各种函数图像的画
法，特别是未知函数图像的画法。

●高一别太放松。一些通过中
考前突击提分的学生，上了高一容
易放松，这种放松状态要不得。整
个高中三年，没有一年的学习是简
单的。大家一定要把初三努力学习
的状态，变成高中三年常态化、习惯
化的学习状态。

●初中内容没必要补。数学基
础较弱的同学，不用补初中内容，要
把重点放在高中数学学习上，可以
多练一些解方程、解方程组、因式分
解题。另外，课后要会总结和分析，
遇到难点多思考，也要加强与同学、
老师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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