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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错题本”冲刺阶段有效提分
2023年全国高考倒计时，高中老师分享“错题本”使用建议

距离2023年全国高考还有一周时间，如何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做到有效提分？“错题本”是考生们
不可忽视的“秘密武器”。经过三年积累，考生手上的“错题本”记录着自己每一次考试中的失分漏
洞。尤其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科目，在当下的冲刺阶段，拿出错题本进行针对性复习，有事半功
倍的效果。如何合理利用“错题本”来提升成绩？听听高中老师们有哪些好建议。

“对于物理科目来说，因为需要静悟、回顾的
内容比较多，三年时间整理在‘错题本’上的习题
也很多，学生不可能都仔细看完，要注意重点突
破，哪里薄弱看哪里，根据个人情况分专题看或者
分考点来回顾。”包翠霞表示，从时间上来看，查找
薄弱点时可以从最近整理出的薄弱点出发，依次
向前突破，这样更科学高效。

高考前这段时间，复习物理要做到笔不离手，
不但要看，还要善于动手写，“遇到需要落实的题

目要动笔重做，有价值的关键知识点要舍得花时间突
破。”包翠霞提醒考生，看“错题本”不是所有的错题都
有价值，怎么也理解不了的错题在最后的静悟期没有
突破价值，不要在这类题目上花费太多时间，要把重
点放在那些容易错的考点知识上，落实到位，转化成
应试能力。

对于物理科目来说，课本基础知识起到关键作
用，把握课本上的典型题、基础题，就能拿到大部分题
型的分数，不要把精力放在偏题、怪题上。

毛昕表示，对于生物这项知识点繁杂的科目
来说，很多考生每次拿出一本厚厚的“错题本”
时，有些错题虽然感觉已经记录过几遍，却在想
看的时候翻不到。有些错题一看就会，但是下一
次做的时候仍然会出错。“记了的错题没有用武
之地，相当于没记。因此，记录问题不在于多而
在于精。精选错题，精准分析，才能做到精确提
升。”

想要做到每处知识点、每处易错点都能找到，
“错题本”的记录要有规律性。毛昕认为，大部分
学生的“错题本”都记得密密麻麻，一道题接着一
道题，有的时候会有一道题记了好几页的情况。
如果要想“错题本”查找起来方便，一开始就要记
得清晰。最好一页纸记一道题，为注释或类似题
留一些空间。整理错题时要有自己的风格，比如
可以按照单元记，每个单元划分好区域；也可以按
照题的难易程度来记，分别标上星级难度。

“错题本”的作用在于积累易错点。既然是积
累易错的知识点，就不要着急写答案。“题记在了
本子上，随后就把详细答案记上，之后看错题的
时候，就不是很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了，或者有

些题根本想不通为什么错了。因此在写错题的时候
不要一开始就写详细答案，而是要好好分析解题过
程。”毛昕表示，记录错题首先考生要明白错的原因，
是由于解题思路不对还是审题不清楚，是知识点混
淆还是基础知识不扎实。把错题的原因分析写清
楚，之后再做的时候看能不能顺利地写出正确解题
步骤和答案。这样可以检测答案是否看懂，这道题
有没有分析全面。

毛昕建议，“错题本”记录的内容可以进行合理整
合。“记录一段时间以后，会发现有些知识点是可以合
并的，比如一些经典题型。这到了后期，最好不要直
接写答案，而是把思路写上。如果后期再有相似的题
错，就补充在上面，并且分析错的不同之处，是题目中
的哪些条件变了，还是换了一个说法，这样就可以将
一道题变为几十道题，而且也能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做
题方法。”

从错题中发现自己的出错类型及百分比，分门别
类地区别处理不同的问题，构建知识结构板块，提高
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分析归纳能力，使每一类错题都发
挥出最大作用，遇到同类题型时，就能立刻回想起曾
经犯过的错误，从而避免再犯。

“针对化学概念广、知识杂、规律多的学科特点，现在
应该是‘错题本’大放异彩的时候了。”王合江认为，考前几
天针对化学学科有效复习的最好方法就是看纠错本、归纳
本。如何从以往错题中归纳出准确审题的好习惯？如何记
住以往错题中审题马虎的教训？怎样迅速看清楚题目中的
关键词？如何弄清已知条件中隐含的未知条件？怎样厘清
本题与以往做过的题目之间的变化？可以从“错题本”中选
取最灵巧的解题方法，找到最佳解题思路。

王合江表示，化学考题需要考生积极地思考与比较，找
到贴近标准答案的规范表述，体现化学学科思想与专业用
语、做到准确全面。答案如果包含多个层次，在答题时应标
明序号，在答卷上体现化学学科的答题技巧与得分技巧。
考生考前最需要的就是利用好“错题本”查漏补缺，认真静
悟。

“考前3至5天，考生应该按化学模块仔细研究近三年
山东省高考化学试卷的命题风格及特点，特别是二卷的表
达习惯、风格和评分细则，力求丰富高考必备知识与答题方
法，提炼出解决往年各类题型高考试题的综合能力，并在应
试心理等方面做好全面的高考准备，做到回归课本、回归基
础、回归试卷。”王合江说，针对近年山东高考化学试题基础
题挖掘教材更细、更深入，二卷题目更重视科研价值、命题
情景与学科能力素养的考查，考生应强化对高考偏难试题
的适应能力和拿分能力的训练。

针对化学学科知识与能力点多面广的特点，审题与答
题的规范是考出好成绩的关键。考场上的规范绝不仅仅
是表达要规范，而是从审题到表述全过程，尤其是思维过
程的规范，以往成绩优异的同学共同的特点是阅读能力
强，能够快速排除干扰因素，提取有用信息，可以准确快速
地进行问题的识别，善于主动发现问题，从不同角度尝试
选择解决突破的方法，能够细腻思考，准确作答。王合江
提醒考生，答题时要特别注意，思路和答案不是一回事，要
认真提炼后再下笔书写，组织语言不要说半句话，严格按
照题目要求解答，考试后期还要有针对表述的检查，做到

“颗粒归仓”。
“从近年对高考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决定高考超常发

挥的因素，前三位的分别是考场心态、考前心理及考前的学
习方法，考生的学习基础只居第四位。”王合江提醒考生，考
前务必要坚定必胜信念，调整好心态，储备体能，自信阳光，
才能取得理想成绩。

“对于地理科目而言，选择题是大多数学生得分的重中
之重。认真复习‘错题本’中的选择题，是得分的关键。”曲
明霞表示，重温错题能更有效地反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水
平，提升解答选择题的速度与正确率。

在涉及概念的选择题中，往往是通过混淆相关概念，或
利用考生对某些概念的模糊和片面认识来出题。对于这类
试题，考生必须加深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和比较，注重其内涵
和外延。某些选项表述的知识点在特定的时间或地区内是
正确的，但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选项中的表述以偏概全
时，往往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这时要从多角度去思考，或从语
法、逻辑的角度去分析。

“任何人都具有一定的思维定式，受习惯性思维的影响，
很多考生很容易误入圈套，掉进陷阱。”曲明霞提醒考生，解
答这类试题时，要注意分析思维的科学性和全面性，要注意
加强发散性思维的训练。在与时政地理有关或能反映地理
研究新成果的试题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新名词、术语或陌生
地名，而这些新名词、术语和陌生地名增加了试题的迷惑性，
解答这类试题往往要用排除法。

重视典型题 忽视偏题怪题
青岛五十八中高三物理教研组长 包翠霞

“错题本”不写答案 先把思路理清楚
青岛九中生物集备组长 毛昕

巧用“错题本”做好考前查漏补缺
青岛二中化学教师 王合江

重视选择题 提高答题正确率
青岛六十八中地理集备组组长 曲明霞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钟尚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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