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一期试计划书(模板5篇)
光阴的迅速，一眨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要开展新的工作了，
来为今后的学习制定一份计划。那关于计划格式是怎样的呢？
而个人计划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高一期试计划书篇一

1．复习和巩固必修1第4章和必修2第1—4章所学的知识并使
之系统化。

2．强化基础知识，通过落实知识点，不仅能使学生巩固学过
的知识，而且使他们在新的水平上理解和加深学过的知识。

3．拓展已学的知识，联系例题，将所学的知识进行灵活的应
用。

4．根据教材的特点，在复习中要教给学生一般解题思路，使
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能够迅速找到切入点。

化学教材内容多、杂，部分学生不熟悉内容、基础知识不扎
实。依据历次考试情况分析，学生成绩差别大，两级分化严
重、尖子生不多待优生不少，且不及格的低分学生较多。

学生对化学概念、原理理解不透、灵活运用化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

：6月5日前结束新课，6月14日——6月30日为复习时间，每
周4节课，晚自习辅导一次。

1、6月5日-6月13日：学生在假期里，完成必修2复习并完成
各章的知识清单填空：



3、6月22日-6月30日对必修1第四章和必修2第三、四章复习
检测。重点内容：（1）甲烷、乙烯、苯、乙醇、醋酸、营养
物质的结构（“四式”和空间结构）、性质及应用、基本概念
（“四同”、官能团、烃的衍生物、有机物的通式等）、计
算等等知识归纳总结，进行解题指导，抓好基础较差学生的
知识点过关；元素及其化合物知识网络图，重要物
质：sio2、cl2、so2、nh3、h2so4和hno3的性质。

（2）以练为主，结合讲评，提高学生应用知识应考的能力。
测试一节课，讲评一节课。

4、模拟测试，出两套综合试卷，利用周末和周考检测、讲评，

1.以课本为依据，以小练习为主，基础过关，达到懂、会、
准。

2.进行要点（考点、重点、难点）归纳，使课本知识全面系
统化。精选习题，选编有梯度层次的习题，并突出重点，习
题对重点知识的覆盖要全面。每一节课内或课后都要有相应
练习，题量不要求多。

3.学生要求：扎扎实实抓基础，全面覆盖。加强堂上和课外
的辅导，对学生的训练要即时跟进。

高一期试计划书篇二

按照正常的进度，现在这个阶段，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在进
行期末考试复习了。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高中地理复习可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一、单元复习

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地开展单元复习，使学生打下牢固
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础。单元复习依据下列的原则与方



法：

1、深化、细化知识点，复习到位。单元复习阶段，逐项落实
其中的要求，深化、细化各知识点，将考试内容分解为概念、
规律、特征等，确实理解、掌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弄清规
律、特征的引出和适用范围，纠正学生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
争取一步复习到位，避免“夹生饭”，留下后患。

2、讲练结合，建构完善的知识结构，单元过关。单元复习以
教师的讲为主。虽然说是这些内容学生以前都学过，但学生
的知识遗忘率甚高，现在复习避免将课上成“新课”，构建
知识体系。充分挖掘学生原有的知识基础，边讲边练，通过
大量的练习掌握知识和技能。考试，不仅仅是检验学生的知
识、技能掌握情况，有时也是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时候。
要注意对习题的讲解，尤其是解题思路的讲解，这是发展学
生思维能力的关键。

在讲练的同时，不拘泥于教材的顺序，将教材中相关内容融
会贯通，建构每一单元的知识结构，帮助学生从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归纳好的大量的知识结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延伸、细化，要注意指导学生自己归纳总结建构自己
的知识结构。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补充题目，争取
题目对知识点的高覆盖率，每一单元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训
练确实过关。

3、熟悉地图和其他各种地理图表，建立“脑中的地图”在刚
刚开始复习地理时，学生常常会忽视使用地理图表，只对教
材上的文字感兴趣。而在地理考试中各类地理图、表占有重
要地位。教师要不时对学生强调，学好地理的关键在学好地
理图表，尤其是地图。

4、灵活运用多种教法、学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主动性。教师在复习的过程，固然要注意科学性、系统性，
但也要有意识地增加趣味性。根据教学内容，灵活使用分析



法、归纳法、比较法等各种教法、学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的自学可以弥补
教师授课的不足。

单元复习是整个高一地理复习的基础，没有这个牢固的基础，
综合复习就将是“空中楼阁”。

二.综合复习。

在综合复习阶段，以综合练习及讲评为主，教师有针对地编
制一系列的综合练习，及时练习，及时讲评，查缺补漏。做
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调整心理素质，提高应考能力。

篇四：高一期末考试复习计划

复习范围：1-3章：运动学、静力学、动力学

一 进度安排

1 第17周 12.23～26

完成dis实验

2 第18周 12.29～考试前，复习四课时

四、复习重点：掌握各章知识结构和要点、知识点、澄清概
念、、解决疑难问题

五、各班学习困难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对部分同学进行辅导，包括作业及时纠正，对
知识掌握，争取确保合格率，提高平均分。

高一期末复习计划(五)



高一期试计划书篇三

我们常说有一好的开始就会有一个的结束，成功取决于充沛
的预备。因而我们应当制定一个具体的方案表，将天天要温
习的.各门学科的内容具体地画在一张表格上，天天给自个必
定的温习使命，一起关于温习制定必定的确保办法，假如不
完成使命，对自个有啥样的赏罚办法。制定温习方案，有必
要从自个的学习实践动身。每个人都有自个的学习特色，关
于温习，我们应当依据自个的学习特色进行，假如自个在理
科方面短缺，我们在制定方案时，应当在自个的单薄学科多
花点时刻，在某一学科上自个的成果还不错，我们就应当少
花一点时刻，争夺更多的时刻温习自个的弱科。

如今的孩子大多数比较浮躁，没有读讲义的习气。本来，一
切的考试都是从讲义常识中发散来的，所以在温习时就有必
要读讲义，重复的读，细节很主要，读书你必定要很细心的
阅览，最好读作声，这姿态，一些细节就在不经意中记得了。
读完之后，应当能够对本章节的内容有个明晰的思路，并且
用自个的方法构建出一个常识结构，并且对照着结构能够复
述本章节的内容。这么就能够在全体上把握书本常识。从全
体上把握书本常识有利于我们关于试卷中的一些根本的标题
有一个宏教师常常通知我们换汤不换药，就是说我的考试内
容仍是我们学习过的常识，仅仅换了一种方式，万变不离其
间，变来变去还我是围绕着我们的讲义转观的把握，关于试
卷中的问答题，能够从多角度去了解和把握，这么就能够做
到答复问题的严密性。

温习也是一门科学，温习时应当留意重复性、系统性、了解
性，学会测验回想、学会全体组织等。

依据人脑的回想特色，我们在温习时，不要期望能够经过一
遍温习就能够把握书本的基础常识，通常地以为，我们关于
某一常识的彻底把握，最少需求六至七遍，这么，期望经过
一遍温习就能够把握书本常识是不可能的。



回想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的，感受到了东西我们不能够了
解它，只需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干够更深刻地感受它。学习
书本常识需求我们加以了解，比如，我们在学习数学时，我
们是不是考虑过数学的例题为何选四条而不选八条，这四条
例题各有啥特色?具有啥典型性?它们有啥共性的东西?我们在
温习时，越是考虑就越能够了解书本，就越能够把握常识。

回想是一个杂乱的进程，在温习时，不能眼睛只盯着书本，
在我们看一段书后，应当抬起头来，好好考虑，测验回想，
看我们方才看的书本的内容是不是记住了，是不是了解了。
也能够张开嘴大声的讲给自个听，只需你能把常识点讲出来，
就阐明你背过了。所以，在温习的进程中，我们是脑筋动得
最快的时期。

该背的必定要背，比如说单词、语文的文学常识、易错的字
词、古文翻译 ，语数外很主要，拉分的关键是你拿手的几门，
因为分数间隔不是太大，所以主要是靠拿手的门类摆开与其
别人的间隔，答题时，笔迹必定要整齐，本来许多标题是主
观题，你笔迹整齐是很主要的。最省劲的温习方法是看错题，
这么很快就能够看完，并且作用不错 ，仅有的缺陷是，较久
前的常识，会有些没温习到， 在考试前，要背的、要默的必
定要搞定。

在温习的进程中，应当留意调整我们的身体和留意歇息，通
常地说，我们的大脑集中于某一学科的时刻不是很长的，时
刻一长，我们的思想就可能处于阻滞的状态，所以我们应当
合理地组织时刻，争夺在黑夜温习时将所学的几门学科 都能
够组织必定的时刻，这么确保大脑的高效率。一起，还应当
留意歇息。

考试时期的温习效率很低，那时看看书就行，再搞啥别的根
本上也学不进去了 。考前留意坚持足够的睡眠，如今许多孩
子在期中考试前和期中考试中点灯熬夜，黑夜不留意歇息，
考试没有精力，乃至睡着了，很容易的标题也没有时刻做了。



高一期试计划书篇四

高一期末考试科目多，内容庞杂，很多同学复习起来感觉到
千头万绪，无从下手。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学科特点制定出适
合于自己的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对后几天的学习作出详细、
科学、合理的安排，以便心中有数。

当然，光有计划还不够，还需要同学们集中精力，充分利用
时间保证计划的落实。那么时间哪里来呢?有人说一个
用“分”计算时间的人，比一个用“时”计算时间的人，时
间多出59倍!鲁迅先生正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上，把一
些零散的时间“焊接”起来，才铸就了令人羡慕的丰碑。我
们要充分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让学生争取多记几个公式，
多背一段文章，多温习一遍老师在课上讲的重点，保持这样的
“挤”的恒心与韧劲，才能把有限的时间变成无限的力量!

平时学习的时候，学生们大脑中接受的是相对单一的知识点,
一学期下来，许多同学会感到头脑里装了很多东西，很多很
乱。所以在考前学生们应该将平时所学习的知识进行整理、
归纳理清教材的思路，完整地把教材看一遍。这样他们能够
在头脑中构建起一个知识网络,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便于知识的提取。

复习时适当地做题是必不可少的,在练习中使知识点得到了巩
固,运用能力得到了提高。

1、生物小考

在期末考试前的两个月，开始出台生物小卷，内容主要是教
材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基础知识点，形式是简单的填
空形式，每次十个空，每个星期只做两次，既不浪费学生时
间，又能达到检测学生基础知识的目的。

2、生物每日一题



在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月，开始出台生物每日一题，内容是各
个章节的重点、难点知识，形式是大题形式，既能检测学生
的解题能力，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以致用能力和应试水平。

3、期末模拟题

在期末考试前的半个月，开始出台高一生物期末模拟试卷，
由高一三位任课教师，每人出一套期末考试卷，加上去年的
期末试卷，总共是四套卷子，每周做两套，如果有时间最好
能考一下，给学生一个预演的机会，教师认真批阅后，对学
生的了解能够更加全面，便于教师对症下药。

要有虚心的心态，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不明确的知识点，还
有没完全掌握的技能方法，这样才能在复习时深入钻研，仔
细琢磨。而在考试时同学们应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努力放松自
己,以必胜的信心,坦然面对考试。

最后，祝全体高一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高一期试计划书篇五

很多同学复习起来感觉到千头万绪，无从下手。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我们要根据学
科特点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复习计划，对后几天的学习作出详
细、科学、合理的安排，以便心中有数。

当然，光有计划还不够，还需要同学们集中精力，充分利用
时间保证计划的落实。

二、明确重点，攻克难点，侧重疑点。

我们应抓住重点、难点和疑点对知识点进行梳理。



注意查漏补缺，对一知半解的疑点不轻易放过，任何问题在
我们的头脑中都不应是模棱两可的。

将平时收集错题的纠错本拿出来，进行细致分析，避免再犯
同样的错误。

三、讲究方法，适当做题，

找到适合自己的复习方法，当一种方法经过一段时间后变得
不再灵验了，要及时地改变方法，以不断提高复习的效率。

复习时要适当地做题，可以选做不同类型的题目，在练习中
使知识点得到了巩固，做题能力得到了提高。

四、调整心态，考前虚心考时自信。

要有虚心的心态，当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不明确的知识点，
还有没完全掌握的解题方法，要多想多问。

在复习的最后阶段，将一些期末的练习题当作正式的期末测
试，利用它们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并不断积累经验，提
高自己的应试技巧。

五、最后

学习是一件“苦差事”，但当你专注于其中时，你会在备考
中发现努力奋战的快乐，其中一种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充实感。
并且，我们会发现充实地过好每一天，不会在睡前感动焦虑，
感动愧对于己，那种安然入睡的幸福感是我们在每一天的努
力学习中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