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考每科多得 10 分的详细应试技巧 – 英才学院整编 

 

一、通览全卷，迅速摸透“题情” 

刚拿到试卷，一般心情比较紧张，建议拿到卷子以后看一下，看看考卷一共几页，有多少

道题，了解试卷结构，通览全卷是克服"前面难题做不出，后面易题没时间做"的有效措施，也

从根本上防止了"漏做题"。 

二、答题顺序：从卷首依次开始 

一般地讲，全卷大致是先易后难的排列，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从卷首开始依次做题，先易

后难，最后攻坚。有的考生愿意从卷末难题开始做，他们认为自己前面的题没有问题，好坏成

败就看卷末的难题做得怎么样，开始时头脑最清醒，先做最难的题成功率高、效果好，想以攻

坚胜利保证全局的胜利。这种想法看似有理，实际是错误的。一般卷末的题比较难，除了个别

水平特别高的学生，都没有做好该题的把握。很可能花了不少时间，也没有把这个题满意地做

完。你这时的思绪多半已经被搅得很乱，又由于花了不少时间，别的题一点没有做，难免心里

发慌，以慌乱之心做前面的题，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但也不是坚决地"依次"做题，一份高考试

卷，虽然大致是先易后难，但试卷前部特别是中间出现难题也是常见的，执着程度适当，才能

绕过难题，先做好有保证的题，才能尽量多得分。 

三、答题策略 

先易后难、先熟后生。先做简单题、熟悉的题，再做综合题、难题。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果断

跳过啃不动的题目，从易到难，可以增强信心，但也要注意认真对待每一道题，力求有效，不

能走马观花，有难就退，伤害解题情绪。 

先小后大。小题一般是信息量少、运算量小，易于把握，不要轻易放过，应争取在大题之前尽

快解决，从而为解决大题赢得时间，创造一个宽松的心理气氛。 



先局部后整体。对一个疑难问题，确实啃不动时，一个明智的解题策略是：将它划分为一

个个子问题或一系列的步骤，先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解决到什么程度，

能演算几步就写几步，每进行一步就可得到这一步的分数。 

四、学会分段得分 

高考阅卷评分办法是"分段评分"，或者"踩点给分"--踩上知识点就得分，踩得多就多得分。所

以对于难度较大的题目采用"分段得分"的策略实为一种高招儿。对于会做的题目，要解决"会

而不对，对而不全"这个老大难问题。会做的题目要特别注意表达的准确、考虑的周密、书写

的规范、语言的科学，防止被"分段扣点分"。如果遇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确实啃不动，一个

聪明的解题策略是，将它们分解为一系列的步骤，或者是一个个小问题，先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能演算几步就写几步，特别是那些解题层次明显的题目，或者是已经

程序化了的方法，每进行一步得分点的演算都可以得分，最后结论虽然未得出，但分数却已过

半，这叫"大题拿小分"，确实是个好主意。 

  解题过程卡在某一过渡环节上是常见的。这时，我们可以先承认中间结论，往后推，看能

否得到结论。如果不能，说明这个途径不对，立即改变方向；如果能得出预期结论，就回过头

来，集中力量攻克这一"卡壳处"。 

由于考试时间的限制，"卡壳处"的攻克来不及了，那么可以把前面的写下来，再写出"证

实某步之后，继续有……"一直做到底，这就是跳步解答。若题目有两问，第一问想不出来，

可把第一问作"已知"，"先做第二问"，这也是跳步解答。 

五、答题速度：以快为上 

高考数学试卷共有 22 个题，考试时间为两个小时，平均每题约为 5.5 分钟。为了给解答

题的中高档题留下较充裕的时间，每道选择题、填空题应在二至三分钟之内解决。若这些题目

用时太长，即使做对了也是"潜在丢分"，或"隐含失分"。一般，客观性试题与主观性试题的时

间分配为 4:6。 

六、立足中下题目，力争高水平 

平时做作业，都是按所有题目来完成的，但高考却不然，只有个别的同学能交满分卷，因

为时间和个别题目的难度都不允许多数学生去做完、做对全部题目，所以在答卷中要立足中下

题目。中下题目通常占全卷的 80%以上，是试题的主要构成，是考生得分的主要来源。学生能

拿下这些题目，实际上就是数学科打了个胜仗，有了胜利在握的心理，对攻克高档题会更放得

开。 

七、确保运算正确，立足一次性成功 

高考是限时限量的选拔性考试，在１２０分钟时间内完成大小２2个题，时间很紧张，不允许

做大量细致的解后检验，所以要尽量准确运算（关键步骤，力求准确，宁慢勿快），立足一次

成功。解题速度是建立在解题准确度基础上，更何况数学题的中间数据常常不但从"数量"上，

而且从"性质"上影响着后继各步的解答。所以，在答卷时，要在以快为上的前提下，要稳扎稳

打，字字有据，步步准确，尽量一次性成功，提高成功率。不能为追求速度而丢掉准确度，甚



至丢掉重要的得分步骤。假如速度与准确不可兼得的说，就只好舍快求对了，因为解答不对，

再快也无意义。 

试题做完后要认真做好解后检查，看是否有空题，答卷是否准确，所写字母与题中图形上

的是否一致，格式是否规范，尤其是要审查字母、符号是否抄错。 

八、要学会“挤”分 

高考试题是"题题设防，题题把关"，高考试题每一道题目都"长牙"，每一道题目都"咬人"，只

有这样才达到区分的目的。另一方面高考试题是分步赋分，做对几步就会得到几分，因此考生

在答题时要学会"挤"分。 

  挤分的主要方法有：理科把主要方程式和计算结果写在显要位置，作文尤其主要开头和结

尾，文科一般都按要点给分。所以每一道题都认真思考，能做几步就做几步，高考是按步赋分，

千万不能产生定势，高考试题为了达到理想的压分度，住住是难度逐步加深，对于考生来说就

是能做几分是几分。这是考试中最好的策略。 

因此考生在考试时，不急燥，不气馁，要学会用"挤"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得分率。 

九、检查的方法：顺手记下该检查的题号 

检查是答卷的一个环节，检查时最忌从头到尾一题题地检查。因为在短短的时间里看许多题，

自然不会很细，而轻易地更改常会把本来做过的题改错。正确的检查是只检查应该检查的题，

一个题该不该检查，应当在做完这个题时给出判定，并在演草纸上记下该检查的题号。 

  一份考卷上该检查的题不应当多，有经验的考生知道答完题后要面对的题无外乎四种，一

是解题过程顺利且很有把握，这类题就不需要检查了。二是解题过程不顺利，自己觉得在某一

点上没有把握，还需再斟酌，这类题就是需要检查的题。三是感觉难做，但一时理不清头绪，

无从下手，只好暂时放下的题。第四种题是完全不会，估计再花时间也没有希望做出来，不如

放弃此题，如果是选择题，就选一个最像是正确的答案了事。这类题就不必再做检查了。 

检查时首先要注意有没有漏题。此外检查时仍需审题，因为在审题环节出问题是考生最常

犯的毛病。检查时不要轻易改选择题的答案。到检查时，大脑已经连续工作很长时间了，轻易

以疲惫的头脑去推翻头脑清醒时的答案，结果是把做对的题改错了。 

十、检查后的涂改方式要讲究 

  1、要划掉重新写，忌原地用涂黑的方式改，这会使阅卷老师看不清。 

  2、如果对现有的题解不满意想重新写，要先写出正确的，再划去错误的。有的同学先把

原来写的题解涂抹了，写新题解的时间又不够，本来可能得的分数被自己涂掉了。 

3、新的答案写出后，不要忘记把原来的答案划去，如果出现对的和错的两个答案并存的

情况，按规矩是不能给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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