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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高考方案实施的背景下，高考教学与备考不仅要有
新的理念、宏观视野，也要富有智慧和策略。

1  面向全体，让每一位学生都有适合自身发展的目标
追求

我们以为，要正确处理好高考教学与备考的关系，提高教
学的整体效益，其关键在于：面向全体，让每一位学生都有适合自
身发展的目标追求。这不仅是高考升学竞争的需要，也是教育教学
应有的责任使然。高考固然不是面向所有学生的，高考的重要功能
是甄别和选拔，它主要是面向优秀的考生，对于中等以下的考生，
则着眼于准确的“淘汰”。但教学却要面向全体，讲究“全员性”，
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进步与发展，具有合格的
素质，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这也是当今素质教育和新课程理念
的基本要求。学生之间知识和能力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无
法也不应回避，因此，我们理应尊重这个体差异，既面向全体，恪
守“有教无类”，又谨遵“因材施教”，重视分层指导，让每一位学
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在整个高考备考过程中，要关注每
一位学生乃至最后一名学生，关注特别需要关爱的学生，真正做到
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发展，但不必讲求一样的发展；让每一位学生都
有提高，但不必是同步的提高；让每一位学生都合格，但不必是相
同的规格。

2  遵循规律，切实提高备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高考复习要遵循规律，这是备考致胜的先决条件，所谓遵

循规律，主要表现在：
一要遵循学科的学习规律，比如文科要重视阅读积累，扩大

知识背景，培养语感，而理科重在锻炼思维、提高解题技能。前
者应在阅读、积累、感悟和熏陶上做文章，要求学生多走进经典，
多关心时事，多积累生活；后者则应在科学的练习训练上花工夫。

二要遵循认知规律，比如进入二轮复习阶段，应对照《课程
标准》、《高考评价体系》以及《考试大纲》（虽然今后不会有高考

《考试大纲》，但前几年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布的《考试大纲》却是
目前高考复习备考的一个很好的标准参照）的考点要求，作专题
定向，重点突破，并适当拓展深化。它有别于一轮复习的知识梳
理和构建，更不同于以综合训练为主的三轮复习。其训练应以考
点专题为特征，并力求形成系统的序列训练体系，适当穿插综合
练习，而不可将训练重心偏移。能力的形成有个过程，而这个过
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过早的综合训练是速成，无异于拔苗助长，
有违认知规律。

3  统筹兼顾，重视学科的整体协调与平衡发展
高考好比团体赛，靠单项冠军无济于事。要注意学科之间

的协调与平衡，以提高整体效益。作为老师，各门学科的复习用
时要有效控制，力争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取最大的效益，而
不能过于学科本位，占用其他学科时间，甚至以冲击其他学科的
教学为代价，这不利于整体效益的提高。就考生而言，对劣势学
科要常抓不懈，在弥补薄弱学科缺陷的同时，还要尽量保持个别
优势学科态势，防止顾此失彼，以致差的学科补上来，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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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和有效性。（3）统筹兼顾，重视学科的整体协调与平衡发展。（4）智慧博弈，找准学习的最佳发展区域。（5）诊断矫治，务
必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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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却掉队了。“木桶理论”给我们新的启示是，不仅要补短
板，与此同时，也要提高长板的高度，也就是说劣势学科要提高，
优势学科也要进一步提升。

4  智慧博弈，找准学习的最佳发展区域
在整个备考过程中，老师们对学生学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对自己所教学科的教学目标要有一个合理
定位。当然，不同学生，不同学科，存在的知识薄弱环节往
往不同，要学会抓问题的关键，抓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有的放矢，以求突破。高考备考，也要讲点辩证法，这就是
善于抓主要矛盾。比如对偏向文科的考生而言，通常是数学上
的问题；而对擅长理科的考生来说，则往往是语文学科上的缺
憾，因此两者需着重努力的方向不同。又比如，对绝大多数考
生而言，各门学科都会或多或少存在着知识的薄弱环节乃至缺
陷，在临考前，完全弥补和完善这些薄弱环节也许勉为其难，
要决胜高考，这就需要引导学生学会科学决策，合理取舍，重
点攻克那些能大幅度提高考试分值的学科的薄弱环节，以求效益
的最大化。

5  诊断矫治，务必落实到位
高考备考离不开训练，训练是教学备考的一种基本形态。

在平时组织学生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比较重视训练的强度、
频率和节奏，大量地练、反复地练和快节奏地练，而忽视对训练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诊断、矫治和反思。诊断是为了发
现问题所在，矫治是解决问题，反思则是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以
便顺利地走出训练误区。而这些方面恰恰是高考成绩有效提升乃
至突破的关键。

要重视问题的有效诊断，在备考的每次训练过程中引导学生
对做错的题进行归因分析，弄清错在何处。是概念性错误，知识
性错误，理解性错误还是方法性错误，抑或答题规范性错误？为
何错，又如何走出误区。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能力求纠错到位。必
要时可进行有针对性的二次训练，通过强化训练，解决存在问题，
克服薄弱环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并总结解题方法和规律，
从而提高解题技能。同时，注意收集错题，整理好错题笔记，以
便把它作为考前复习的必修内容，温故而知新。此外，对复习备
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需要求学生自觉地深入地进行反思，反思
的深度往往决定学习质量提升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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