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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咋复习效率高？

期末考试马上就要来了，同
学们也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

如何有效利用时间？如何提高复
习效率？下面的这些期末复习注
意事项同学们和家长们都不要
错过哦。

第一段全部学科的总复习
列出重要内容一览表。为了

便于记忆和应用，你要把重要内
容列成一览表，将其纵横关系整
理清楚，做到一目了然。 一览表
可以一张张分别做，也可以综合
在一张大纸上。对于那些需要背
诵的、互不连贯的内容，则可以
使用卡片来记忆。这一阶段的工
作， 主要是整理一览表和卡片，

在以后的阶段复习中，只要不时
地加以使用便可以了。

消除疑点。 在完成了“整理”

工作后，就应开始实质性的复习

了。 这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些疑难
问题。一般来说，这类问题大多是
有关考试的“关键性问题”。 一定
要理解深透， 如果能以这类问题
为中心开展相互讨论， 必然大有
好处。比如讨论中，你无法扼要说
明问题， 这就表明你对那个问题
仍未彻底掌握。

第二段全力突破成绩不佳
的科目

这一阶段主要目的，是突破
成绩不佳的科目，但这并不是说
其他科目可以丢开不管。

重点在于做练习。 这个阶段
的复习重点在做练习， 以训练应
用能力。 像数学、物理等学科，可
以使用习题集之类的书。 所做的
练习，要和教材的基本内容有关，

并参照有关的一览表。

语文、英语等学科，要以教
科书为中心， 反复练习读法、译
法、语法等。 这些学科的知识范
围较宽， 复习时应把思路放开
些，把有关的知识联系起来进行
综合练习。

征服较差学科的方法。基础
不扎实， 却猛看各类参考书，或
是做各种很难的练习题，不但浪
费了时间，效果还不会好。 关键
是应真正掌握基本的概念、公
式、定理等。

复习这类学科，最好是与一位

擅长这些学科的同学一起进行，这
有利于你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

面对一门学科，你也不能平
均使用力量，可以把了解的部分
作一般的复习，把主要精力集中
在加强薄弱环节上。

第三段各科重点复习
临近考试的冲刺阶段，心情比

较紧张，这时怎样复习效率高呢？

把教科书的整个体系印在
头脑中。 在复习的第三阶段，你
可能已经将教科书的内容复习
多次。但有些地方是花了很多时
间重点复习过的，有些地方是轻
描淡写一扫而过的，对全部教科
书之间的联系，还没有一个整体
的概念。如果不把这些零散的知
识按一定的顺序整理成一体，临
到考试，由于前后左右的相互关
系不尽明白，就难以运用自如。

怎样才能将每门课的体系
印在脑中？

你要把第一阶段整理的知
识系统一览表拿出来，再专心地
看一看，将内容按顺序和它们之
间的关系记在脑子里。

记忆的时候，光看是不能完
全解决问题的，你至少要把重要
的项目背出来，写在纸上。 对总
的线索有所了解后，其他内容顺
藤摸瓜，按逻辑顺序充实，不必
那么费劲就记牢了。

由近而远的复习策略。考试
的最后冲刺阶段，一般人往往按
考试范围的顺序，“由远而近”地
复习，即先复习某一学科的第一
册，从

1

、

2

、

3

、

4

页开始，再复习
第五册、第六册。 这样复习有好
处，开始很用功、很周密。但也有
的同学随着时间越来越紧，越往
后，越松垮，最后匆匆结束。还有
的一看时间不够用，便抱着听天
由命的态度，或干脆把后面部分
省去，以“碰运气”的侥幸心理来
对待考试。

其实，后面部分的内容和前
面相比，是对前面知识的综合，难
度也高，出题的可能性当然也大。

既然如此， 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
前面的内容上，便有些得不偿失。

另外，后学过的知识复习起
来印象还比较深， 回忆起来，比
较省时间。

后学的知识，一般综合性比
较强，常常牵涉到前面的知识，这
样在复习后学的知识时， 遇到以
前学过的较模糊、拿不准的知识，

再随时往前复习， 容易使前后知
识联系起来，两者都加深了印象。

总之，临近考试的冲刺阶段，

对重要内容，先复习最近学过的，

然后再一步步向以前学过的知识
延伸，这样复习，效率更高些。

（据《北京青年报》）

家长在孩子准备

期末考试过程中的角色

一旦发现孩子的学习方法
有问题，家长切不可过分指责，

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帮助孩子改
善学习方法、 提高学习效率和
学习效果。

1.

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
境， 以便让孩子集中精力尽快
完成作业，进行期末复习。有些
孩子喜欢一边玩一边做作业，

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个坏习
惯， 家长应该给孩子做出好榜
样。在孩子努力学习的时候，不
要当着孩子的面儿看电视。 如
果孩子在看书， 家长们也不妨
拿起报纸和书本与孩子一起充
充电， 如此可以创造出一种热
爱学习的家庭氛围。

2.

合理制定作息时间。让孩
子明确什么时候可以尽情地
玩，什么时候必须专心地学习，

养成劳逸结合的好习惯。

3.

万万不可替孩子写作业。

当孩子遇到不会做的题目，与其
直接给出结果，不如用循序渐进
的问题引导他们自己找出答
案———很多时候，孩子无法
解答一道题的原因仅仅
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
题目的意思。通过这种
方法，孩子学到的就
不仅仅是一个答案，

而是找出答案的解
题方法和思维方式。

（小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