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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差生两大困难，一记不住，二不能融会贯通、学深学透。不妨尝试本文的苦思冥想解决这两大困难。苦思冥想同时搞定灵活和记忆，但把

重点放到记忆上。灵活与记忆是不可偏废的、互相联系的，记忆对灵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很多数理化不好的人不是因为脑子不灵活而是轻视了记忆。

不过，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苦思冥想要吃苦耐劳。差生应该从简单、基本的学起，学一点就牢记一点，边学边巩固，同时督促自己由浅转入深。

这样看起来慢，但能避免大量重复劳动实际上反而快。差生不做考分的奴隶，要做知识的主人；把平时学习时善于深入思考培养成良好习惯，反对疲

于奔命应付学校大量作业的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学习方法；注重提高效率，反对磨洋工、反对做无用或用处不大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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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策略 
1 步步为营 
学一步巩固一步。作为差生，很难在知识的数量上超过同学，

只能靠质量取胜。每学一个新知识或每做一题，都铭记心中。保
证这题以后能答对或这个单词真正记住。 

2 舍弃部分知识和作业 
中学生普遍负担太重。差生有做不完的课外作业，学校没有

针对差生的启发式上课，迫使要翻身的差生不能走一个面面俱
到、四平八稳学生常规路线。差生作业不能全做、也没必要全做，
各门课程也不能平均分配时间，要把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任务上。
其实经过挫折后正确解答出的每一个题都会给当事人带来乐趣，
应该先从小范围进步、在学习中学会学习、提高学习能力。 

3.不许躲避数学
基础再差或不考理工类，也要强攻数学。1）数学语文虽然

都是高考必考大课，但考分特点大相径庭。语文投入时间再多也
难以领先平均几十分，但数学、尤其非理工类数学经过努力可以
领先平均几十分。2）数学好的人其他课一定好，数学勉强的人
其他课再好也到不了得心应手的程度。3）有些人天生数学差，
是因为从来没有刻苦地往数学里钻研，数学能力处于没开发阶
段。本文的苦思冥想可以开发数学脑袋。 

迎着困难上，把总时间三分之一以上花数学上，不仅为了学
好数学本身，而且为了培养数学和逻辑思维。数学如果攻不下来，
其他课很难翻身。数理化课的特点是内容已经融合在解题里面
了，攻数学不要看书、听课、完成作业眉毛胡子一把抓面面俱到，
只要以题人手、每类题目选一个做深做透就够了。 

1）每做一题都要有进步，完全有把握的题对自己没进步，
绝对不做。同类型的题只做一道。 

2）做证明题、综合计算题、定理和公式本身的推导，收效
更大。 

3）数理化做哪些题？要选例题或有标准答案的习题，差生
做不出不要硬耗，可以看标准答案得到启发。差生即使做对了还
不算完，要与标准答案核对，找出思路上、规范上的差距。 

4）做题要有体会。做一个、消化一个、加深一个。每做完
一题都要回忆，回忆除了把刚刚的解法丢开纸笔完整地演绎一遍
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要去想：这种解法依据是什么？解题出
错的陷阱在哪里？有没有其他解法？题目改头换面或相关条件
变化之后又应如何解？本题与其他题解法有哪些联系？这五个
问题比较通用，但你最好不限于这五个，你思路可以驰骋的更远
更广，联想越多，收效越大。与做题类似，听课/看书也要有体会：
听课/看书新学知识也同样要及时回忆：回忆中梳理这知识的结
构、属性及内部外部联系，如果有定理和公式则一定要演绎定理
和公式的推导。如果每做一题（或每学一个知识）都尝试这样举
一反三，长此以往就会触类旁通。联想成为习惯后，渐渐会把一
门课融会贯通。 

4 政治历史地理 
这 3 门课不需要脑子灵活，记忆力强者获胜。强记也要技巧：

1）记忆不会太长，不要背太早。不妨试试“闲时不烧香，临时
抱佛脚”的投机取巧策略，将人类的短期记忆的效果发挥到淋漓
尽致。2）强记仍然需要梳理一下知识背景、条理结构、提纲挈
领，强记是基于理解的强记。

5 语文 
语文考分要名列前茅，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建议语文追求

中差分数，因为中差分对差生投入产出比最合算。中差不是放弃，
词汇、诗词、古文每年高考必考，请使用基于理解的强记来强记
语文课全部词汇、诗词、古文。但除了词汇、诗词、古文之外就
不一定要大量投入时间了。有些学校会布置朗读作业，朗读浪费
时间，请用阅读替代朗读。 

6 英语 
考英文不是考外星文，中英文语法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只要

英文字认识，就能答对四分之三。高考要求的几千单词是克敌制
胜的关键，一定要背下来！越早背下越好。背下以后你会觉得课
太简单可以少听、作业太简单可以少做，英语时间可以让给其他
科目。英语语法虽然能看懂但又多又杂难记，可以使用本文苦思
冥想。英语朗读太费时间差生不宜，请用阅读替代朗读。英语阅
读速度影响英语能力和考分，要时时刻刻提高英语阅读速度、快
上加快、永无止境。高考各门课程考分，英语笔试分最容易大幅
提高，而且与中学好坏、英语老师好坏没关系。差生可以向高考
英语笔试接近满分冲刺。英语如果考听力，听力提高比笔试慢，
对差生不利。但我们仍然有配套方法提高听力，不过超出了本文
的篇幅。 

二、学习方法 
本文学习方法叫苦思冥想。学的知识多了、时间久了自然要

淡忘、荒疏。补救的方法一是学深学透、二是学而时习之。学而
时习之是经常复习，但我们的复习不是被动地看看学过的知识和
做过的题，而是另辟蹊径，采用积极主动的苦思冥想。对于学深
学透，差生本人没有过亲身体验，所以想象不到指的是什么，学
深学透指把各个知识点有机组织成一张密集的大网，数理化生四
门课学深学透具体请看前面数学部分“做题要有体会”一段。只
要是强攻数学成功、开发出抽象思维的差生，一览众山小，史地
政三门会变得很容易，史地政英四门的目标应该大胆设定为高分
而且不需要投入很多时间。肯定有人跳出来当头一棒：史地政英
任何一门高分都毫无可能，四门都高分无疑是痴人说梦。我们也
认可跳出来人预见的难度，但请注意，我们的苦思冥想是专门为
解决记忆设计的！ 

每次学习结束之前，趁着还没有完全淡忘，把刚刚学的东西
全部回忆一遍。一般第一遍回忆不了全部、难免丢三落四，可以
回头再看一遍文字，找出第一遍的差距，迎着被遗漏的困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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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第二遍回忆，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全部回忆出来才能休息。
苦思冥想时间可能会超过学习时间。 

做错的题大有用处。做错题是难免的，但坏事可以变好
事。做错题的收益是使我们吃一堑，长一智。珍惜自己出错的
地方，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些地方切不可任其在记忆中自
生自灭，而是要刻骨铭心。仔细回忆出错的思路：为什么会这
样错？是怎样误入歧途的？正确的解题思路又该是怎样的？把
这些问题在脑子里打上记号，确保以后遇到类似的题目时不重
蹈覆辙。等做过相当数量的题之后，各种可能的偏差均被矫
正，留在脑海里的是通向正确解答的金光大道，做题时正确的
解答就会从心中油然而先。 

即使圆满完成了当场/当天的苦思冥想，还远远不够，日后
在脑海里要经常重复这种回忆、不断延续苦思冥想。有个时间
点很适合苦思冥想，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把某个知识仔细想一
遍，睡醒后第一件事把这个知识再仔细想一遍，这个知识就能
记住一个月。苦思冥想重复一定次数后自己能感觉到某个知识
已经铭记了，这知识就不需要再回忆了。对考分提高是可以预
见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记答案（或知识
点）三百个，会白费吗？ 

苦思冥想做多了之后，书本、课程、学习这些东西就会变轻
变容易，做题不再需要纸笔，靠空想就能轻松解答正确，不带纸
笔解题有三大好处：1）解题有整体观而不像差生写一步想一步。
2）想题比写题快，日积月累节省大量时间。文史地政四门课有
很多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一大段汉字，如果是写作业，完整写出要
几分钟，但完整想出只要 1 分钟，为了节省时间差生应该努力开
发想作业的能力。3）苦思冥想过程本身是在潜移默化提升抽象
思维能力、开发智力，使你对抽象思维驾轻就熟，并发现自己读
书比以前聪明多了。

苦思冥想可能比看书做题本身更艰苦，开始时不习惯会很
累、可能会感到脑子被硬撑大要爆炸了。但只要坚持下去，很快
就能体会到惊人效果。我们并不是把一本书死记硬背到脑子里，
而是将它消化后铭刻到心坎里。做到这一步，书本知识化为了自
己的精神财富，考试要用的时候能信手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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