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冲刺计划书 高考冲刺复习计划书数学
(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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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
篇比较优质的计划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计划书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高考冲刺计划书篇一

数学知识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仅想凭着对章节的
理解就能得到高分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今天cn公文站小编为
大家准备了高考冲刺复习计划书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在一轮复习中，数学科目当年的《考试说明》和《教学大纲》
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材料你可以通过网络或者通过老师来获
取。找到之后要好好研究，不能大致浏览，要了解每一部分
要求学习到怎样的程度。虽然这些工作老师也会进行，但是
由于你比较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所以研究起来更加有针
对性。对于这两部分材料的研究，最终目的是时即使丢开课
本，头脑中也能有考试所要求的数学知识体系。

数学知识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仅想凭着对章节的
理解就能得到高分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第一轮复习时要尝试
把相关的知识进行总结，方便自己联系思考，既能明白知识
之间的区别，又能为后面的专题复习做好准备。

一轮复习的重点永远是基础。要通过对基础题的系统训练和
规范训练，准确理解每一个概念，能从不同角度把握所学的
每一个知识点、所有可能考查到的题型，熟练掌握各种典型
问题的通性、通法。第一轮复习一定要做到细且实，切不可
因轻重不分而出现“前紧后松，前松后紧”的现象，也不可



因赶进度而出现“点到为止，草草了事”的情况，只有真正
实现低起点、小坡度、严要求，实施自主学习，才能真正达
到夯实“双基”的目的。

运算能力是学习数学的前提。因为高考并不要求你临场创新，
事实上，那张考卷上的题目你都见过，只不过是换了数字，
换了语句，所以能不能拿高分，运算能力占据半边天。而运
算能力并不是靠难题练出来的，而是大量简单题目的积累。
其次，强大地运算能力可以弥补解题技巧上的不足。我们都
知道，很多数学题目往往都有巧妙地解决方法，不过很难掌
握。可那些通用性的方法，每个人都能学会，缺点就是需要
庞大的计算量。再者，运算迅速可以节省时间，也不会让你
因为粗心而丢分。此外，复习数学也和其它科目一样，也不
能忽视表达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的运用。

再有，本阶段要避免特难题、怪题、偏题，而是抓住典型题，
每道题都要反复想，反复结合考点琢磨，最好是一题多解，
一题多变，借助典型题掌握方法。

高考数学解题思想一：函数与方程思想

函数思想是指运用运动变化的观点，分析和研究数学中的数
量关系，通过建立函数关系(或构造函数)运用函数的图像和
性质去分析问题、转化问题和解决问题;方程思想，是从问题
的数量关系入手，运用数学语言将问题转化为方程(方程组)
或不等式模型(方程、不等式等)去解决问题。利用转化思想
我们还可进行函数与方程间的相互转化。

高考数学解题思想二：数形结合思想

中学数学研究的对象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数，一部分
是形，但数与形是有联系的，这个联系称之为数形结合或形
数结合。它既是寻找问题解决切入点的“法宝”，又是优化
解题途径的“良方”，因此我们在解答数学题时，能画图的



尽量画出图形，以利于正确地理解题意、快速地解决问题。

高考数学解题思想三：特殊与一般的思想

用这种思想解选择题有时特别有效，这是因为一个命题在普
遍意义上成立时，在其特殊情况下也必然成立，根据这一点，
我们可以直接确定选择题中的正确选项。不仅如此，用这种
思想方法去探求主观题的求解策略，也同样精彩。

高考数学解题思想四：极限思想解题步骤

极限思想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为：(1)对于所求的未知量，先
设法构思一个与它有关的变量;(2)确认这变量通过无限过程
的结果就是所求的未知量;(3)构造函数(数列)并利用极限计
算法则得出结果或利用图形的极限位置直接计算结果。

高考数学解题思想五：分类讨论思想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解到某一步之后，不能再以
统一的方法、统一的式子继续进行下去，这是因为被研究的
对象包含了多种情况，这就需要对各种情况加以分类，并逐
类求解，然后综合归纳得解，这就是分类讨论。引起分类讨
论的原因很多，数学概念本身具有多种情形，数学运算法则、
某些定理、公式的限制，图形位置的不确定性，变化等均可
能引起分类讨论。在分类讨论解题时，要做到标准统一，不
重不漏。

数学中的记忆能力是掌握基础知识，形成基本能力的基础。
许多数学知识，不仅需要我们理解，而且更需要我们记住它。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学生记忆数学知识的能力呢?下面来介绍
几种记忆方法：

一、分类记忆法



遇到数学公式较多，一时难于记忆时，可以将这些公式适当
分组。例如求导公式有18个，就可以分成四组来记：(1)常数
与幂函数的导数(2个);(2)指数与对数函数的导数(4个);(3)
三角函数的导数(6个);(4)反三角函数的导数(6个)。求导法
则有7个，可分为两组来记：(1)和、差、积、商复合函数的
导数(4个);(2)反函数、隐函数、幂指数函数的导数(3个)。

二、推理记忆法

许多数学知识之间逻辑关系比较明显，要记住这些知识，只
需记忆一个，而其余可利用推理得到，这种记忆称为推理记
忆。例如，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我们只要记住它的定义，由
定义推理得它的任一对角线把它平分成两个全等三角形，继
而又推得它的对边相等，对角相等，相邻角互补，两条对角
线互相平分等性质。

三、标志记忆法

在学习某一章节知识时，先看一遍，对于重要部分用彩笔在
下面画上波浪线，再记忆时，就不需要将整个章节的内容从
头到尾逐字逐句的看了，只要看划重点的地方并在它的启示
下就能记住本章节主要内容，这种记忆称为标志记忆。

四、回想记忆法

在重复记忆某一章节的知识时，不看具体内容，而是通过大
脑回想达到重复记忆的目的，这种记忆称为回想记忆。在实
际记忆时，回想记忆法与标志记忆法是配合使用的。

高考冲刺计划书篇二

对于学习来讲，除了要对高考复习的时间要统筹安排外，合
理安排每日时间，最大效率得提高复习效果尤为重要。以下



每日学习计划安排，可以参考进行。

早上6点-7点：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一般人来说，疲劳已 消
除，头脑最清醒，体力亦充沛，是学习的黄金时段。可安排
对功课的全面复习。

早上8点-9点：据试验结果显示，此时人的耐力处于最佳 状
态，正是接受各种“考验”的好时间。可安排难度大的攻坚
内容。

上午9点-11点：试验表明这段时间短期记忆效果很好。
对“抢记”和马上要考核的东西进行“突击”，可事半功倍。

中 午13点-14点：饭后人易疲劳，夏季尤其如此。休息 调整
一下，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最好休息，也可听轻音乐。但
午休切莫过长。

下午15点-16点：调整后精神又振，试验表明，此时长 期记
忆效果非常好。可合理安排那些需“永久记忆”的东西。

傍晚17点-18点：试验显示这是完成复杂计算和比较消 耗脑
力作业的好时间。这段时间适宜做复杂计算和费劲作业。

晚饭后：应根据各人情况妥善安排。可分两三段来学习， 语、
数、外等文理科交叉安排;也可作难易交替安排。

以下是一位高考优秀考生的每日作息时间表，可供参考：

每天6：00起床，6：30-7：00复习英语，7：40-9：40复习数
学，9：50-11：50机动安排;中午 午休;下午2：00-4：00复
习化学，4： 10 -6：10复习物理;晚上2个小时复习语文，1
个小时在大耳朵背单词;其余时间机动。在每一门课的复习中，
不同阶段以不同内容为主，多看课本或多做习题，要掌握好。



总之，在总体计划的基础上，注意小块的时间安排，既要抓
紧时间，又该有张有弛，这样才能以一个较好、较正常的心
态去参加高考，才能考好!

高考冲刺计划书篇三

希望高三学生能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更有效的复习计划。以
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高考冲刺复习计划书范文。欢迎大家参
考!

对于学习来讲，除了要对一年以来高考复习的时间要统筹安
排外，合理安排每日时间，最大效率得提高复习效果尤为重
要。以下每日学习计划安排，考生可以参考进行。

早上6点-8点：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一般人来说，疲劳已消除，
头脑最清醒，体力亦充沛，是学习的黄金时段。可安排对功
课的全面复习。

早上8点-9点：据试验结果显示，此时人的耐力处于最佳状态，
正是接受各种“考验”的好时间。可安排难度大的攻坚内容。

上午9点-11点：试验表明这段时间短期记忆效果很好。
对“抢记”和马上要考核的东西进行“突击”，可事半功倍。

正午13点-14点：饭后人易疲劳，夏季尤其如此。休息调整一
下，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最好休息，也可听轻音乐。但午
休切莫过长。

下午15点-16点：调整后精神又振，试验表明，此时长期记忆
效果非常好。可合理安排那些需“永久记忆”的东西。

傍晚17点-18点：试验显示这是完成复杂计算和比较消耗脑力
作业的好时间。这段时间适宜做复杂计算和费劲作业。



晚饭后：应根据各人情况妥善安排。可分两三段来学习，语、
数、外等文理科交叉安排;也可作难易交替安排。

以下是一位高考优秀考生的每日作息时间表，可供参考：

每天6：00起床，6：30-7：30复习英语，7：40-9：40复习数
学，9：50-11：50机动安排;中午午休;下午2：00-4：00复习
化学，4：10-6：10复习物理;晚上2个小时复习语文;其余时
间机动。在每一门课的复习中，不同阶段以不同内容为主，
多看课本或多做习题，要掌握好。

总之，在总体计划的基础上，注意小块的时间安排，既要抓
紧时间，又该有张有弛，这样才能以一个较好、较正常的心
态去参加高考，才能考好!

又到一年高考时，全国上下都在关注高考，只不过今年我们
成了主角。你们复习好了么，最近心态如何?希望我讲解能对
同学们有所帮助。

离高考还有十来天，究竟该如何安排时间进行高考冲刺复习
计划?很多考生都存有疑惑。有些考生认为，没有几天了，这
段时间已经属于“赛场上的垃圾时间”，认为自己已经为高
考准备了三年了，现在总算看到希望了，可以晃晃悠悠地过，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以养足精神备战高考。这种想法不尽合
理，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由于考前特殊的压力氛围，
在充分休息的情况下，很多考生越是临近高考，精力越易集
中，学习效率反而会比平时高上许多。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不
要过早的放松，也不要过于放松，如果这样就不容易在高考
时聚敛精气神。古人曾说过“行百步者半九十”，但实际上，
如果用最后十步的时间去干其他的事情，走了九十步和没有
走是一样的。还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之类的话，这中间
的道理有些是相通的，因此，不能过早放松。

因此在最后几天里，制定合理的作息计划非常重要，建议考



生把每天的复习功课、文体活动、休息与睡眠的时间安排合
理，防止复习忙忙乱乱，按计划行事，使生理节奏感与心理
节奏感增强。

在休息方面，可以适当的增加课余休息时间，尝试着参加自
己喜欢的文体活动，以调节情绪、消除疲劳、养精蓄锐，以
稳定的、饱满的情绪迎战高考。但参加体育活动时，切忌剧
烈运动，防止受伤。

剩下的十来天该怎么进行高考冲刺复习计划?面对如此短的时
间，面对课桌上堆积如山的复习材料很多同学有些茫然不知
所措：学些什么?怎么复习才有收获?其实，复习到现在这个
份上，已经不再以获取新信息为目的，不再做难题，少做新
的题目，以免自信心受打击，我说：两大任务——整合与回
归。

先说整合。整合就是通过对所学知识的回顾、反思和整理，
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的过程。高三复习阶段，通过教材复习、
专题复习、综合检测等形式，考生已经储备了大量的知识、
技能和其他高考信息。但由于复习时间紧张，节奏紧凑，再
加上老师的“狂轰乱(敏感词)”、考生的“贪多求全”，目
前考生储备的很多知识尚未完全消化，很多技巧尚未转化为
能力，很多东西没来得及思考、沉淀。因而，考生首先要做
的就是“反刍”。其次，就是根据类别、专题或章节对复习
的成果进行归类整理，比如，某一章讲了那几块东西，某一
类型的题目有哪些解题思路和解题技巧。换而言之，从面的
角度来讲，就是尽可能实现知识技能的网络化，是知识技能
由点及线、由线及面联系起来，使头脑里一个清晰的“线路
图”。从点的角度来讲，就是实现知识的坐标化，要清楚一
个知识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及与相关知识点的联系，做到牵一
发而动全身。这需要考生要有充分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
充沛的精力和清晰的思路。

再说回归，就是回归教材，回归课本记基础知识,通过知识网



络，把查漏补缺、解决前面复习中出现的问题放在第一位。
应该趁这段时间进一步夯实基础，系统知识，尤其是识记一
些偏重于记忆性的东西。目前的复习，已经不再以获取新知
识为主要目的，而是要回到复习的起始点，把复习用过的教
材、教辅，做过的练习和测试题，以及自己整理的笔记本、
错题本好好地看一遍。此所谓“返璞归真”、“追根溯源”。
其实，这一遍绝不是第一轮复习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层
级上的再总结和再提高，在此过程中，考生要注意前后知识
的照应，相关知识的联系，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此
所谓哲学上说的“否定之否定”。通过看书上的目录、标题、
重点等，一科一科地进行回忆，发现生疏的地方，及时重点
补习一下，已经熟练掌握了的内容，可以一带而过。还可以
看自己整理的提纲、图表、考卷，重温重要的公式、定理等。
这七天的复习，就像运动员在比赛前的准备活动或适应性练
习一样。通过这七天的收缩复习、强化记忆，可以进一步为
高考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当然，回归过程中也要根据自身
情况有所侧重，有意识弥补自己的薄弱环节。

1.复习要有自主性和针对性。很多考生着着实实地当了十几
年学习的“奴隶”，总是埋头于老师的作业里，高考在即，
最后一段时间属于自主学习时间，每个考生都要清楚自己最
需要什么，最需要补救什么，要自主安排时间，做一回学习的
“将军”。科目巧搭配。不同的学科运用大脑的区域不尽相
同，将文科科目和理科科目合理搭配，识记理解为主的和逻
辑计算为主的间隔进行，看书和做题交替，弱科和强项交叉，
就会使大脑的不同区域交替休息，从而更好的发挥大脑的作
用，提高复习效果。当然，如果能在长时间学习之后听听音
乐，或从事适当的体育锻炼，效果会更好。心理学界有一个
普遍的共识，早起后半小时和晚睡前半小时，这两段时间是
最佳的记忆时间，所以，这一个小时要充分利用。

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收获更多，平均用力肯定不行，必须
学有侧重。要理清各科的薄弱环节，清楚自己的知识缺漏。
达到这一目标，至少有三个渠道：其一，把几次模拟考试的



卷子(当然也可参考其他模拟试卷)找出来，一一对照，找出
错误的共性，老在某种题型或某个知识点的考查上出错，此
处肯定是你的软肋，要加强复习。其二，可以对照各科考试
大纲所罗列的知识能力点，对自己的薄弱之处进行“地毯式
搜索”。在“搜索”时，可以使用回忆法，即尽可能详细地
回忆每个考查点必需的相关内容，回忆不上来的或回忆不充
分的当然是急需补救之出。其三，温习错题本。错题本上的
错题往往反映了初学某些内容时的犹疑、迷惑和不解之处，
看看这些环节是否已经解决。

2.进入全真模拟状态。触摸高考原题,提前体验高考。把各科
近两三年的高考试卷找出来，做一做，嗅一嗅高考试题的原
味，找一找感觉。同时，高考试题是效度、信度、难度、区
分度、长度等各项指标最科学最合理的，也有利于大家衡量
自己的复习效果。全真模拟复习要与高考时间程序表一致，
这样才能在高考的那天，顺利进入状态。每天做一套卷子，
这样在几天后真正拿到高考试卷时不会感到手生，能尽快找
到感觉。要进行限时训练。很多同学说，平时会做的题考试
时就是做错，失了很多冤枉分。其原因除了对知识点不够熟
悉之外，就是在平时练习中并不存在焦虑的情绪体验和时间
的限制，而考试过程中则肯定存在这些情况。如果我们在平
时的考试和练习中能够很好的习惯这种焦虑和时间限制，那
么高考就可以避免如上所提到的情况。通过限时训练，逼迫
自己在限定时间之内，提高做题速度，提高正确率，以靠拢
高考。在限时训练时，尽可能为自己创设高考情境，从心态
上增强紧迫感，这样高考时就不会过于紧张。可以试图将自
己的生物钟调向高考日。按照高考上午开始时间与下午开始
时间复习功课，有助于进入高考状态，充分发挥已掌握的知
识。

3.要保持自己平时学习和生活的节奏，适当减小复习密度和
难度，可以得到"退一步，进两步"的效果。保持大脑皮层的
中度兴奋(既不过分放松也不过分紧张)，要避免和他人进行
无谓的辩论和争吵。可以适当地看电视、听音乐、做自己喜



欢的事，不过最好别玩电脑，因为电脑游戏、网络容易令人
沉迷。许多学生平时因为家长、老师在一旁监督，憋着没有
没有去旁(手莫伸，伸手必被抓)不仅仅因为玩游戏、上网容
易沉下去、忘记时间，严重影响考生复习时间，同时还因为
玩游戏过于兴奋时，会在随后的考试中抑制考生对已掌握知
识的发挥。这样，就能在考试前夕，创造一个良好的心境。

4.去考虑考试之后的事。随着高考日的临近，不少考生开始
考虑考后的安排了。想象着自己考完之后能够干许多许多的
事情，同学录满天飞，稍微好一点的也开始考虑自己应该报
考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想这些事情非常容易分散注意力，
建议在做的各位在考前应集中心思，全力以赴迎考。

有同学问到，这一段还要不要做题，我的看法是还应该做一
定量的习题，尤其各科要精选一两套模拟题。整合与回归固
然要求多看书，但要想保持对于题目的感觉就要多做题，通
过做题也可发现薄弱环节进而有意识补救。

高考冲刺计划书篇四

根据20xx年高考英语试题特点，结合我校学生实际情况，我
们对高三的备考复习进行整体计划，确定各阶段的主要教学
任务，旨在加强教学研究，提高每一阶段教学的效率，提高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各位老师要知晓整体计划及进
度，并结合自己学生学情进行适当增减。具体计划如下:

1、第一轮复习(20xx.8.-20xx.3.)

基础知识强化总复习:研读《考纲》，明确考试范围及要求，
统一进度。关注高考新动向，及时调整教学。强调基础知识
系统性，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地毯式扫描复习，发现问
题。注意优生的提高，关注后进生及边缘生。把语法知识的
复习与基础知识复习同步进行，精讲精练。



听力块:根据二级听力试题特点，加强听力训练。每日必听，
熟悉语速，连读形式，了解出题方式等，训练听力技巧。

词汇块:狠抓词汇过关，这一阶段进行两次高一、高二单词复
习记忆，人人过关;并学习高三单词。

语言点块:高一、高二所出现重点语言点需要不断加强巩固记
忆、灵活应用，注重情景应用。

2、第二轮复习(20xx。3-20xx.4)

专题训练:强调针对性，进行知识重整及重点突破。在第一轮
基础知识复习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对各个题型进行专门训练，
以达到熟悉题型、提高理解能力、掌握解题技巧的，训练语
言综合应用能力的目的。可分为:听力、阅读、补全对话、完
形、语篇语法填空、改错、书面表达等几块进行。

就高考各题型根据列出的考点结合《考纲》对学生进行专题
训练，训练答题技巧。回归知识总复习(单词、语法、技能)、
重点查缺补漏。

3、第三轮复习(20xx.5)

套题训练:强调综合性，进行综合训练。这一阶段即是冲刺阶
段，老师们又再次研究《考纲》及最新高考信息，及时做好
指导。让学生练好模拟试题，让学生的答题技巧得以应用并
使学生练得手热，为即将来临的大考做好准备。

4、最后阶段(20xx. 5-20xx.6.6)

回归课本，对学生心理与生理等方面调适的指导，学生动静
结合， 有张有弛，保持最佳竞技状态。

习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各位老师要知晓整体计划及进度，并



结合自己学生学情进行适当增减。具体计划如下:

1、第一轮复习(20xx.8.-20xx.3.)

基础知识强化总复习:研读《考纲》，明确考试范围及要求，
统一进度。关注高考新动向，及时调整教学。强调基础知识
系统性，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地毯式扫描复习，发现问
题。注意优生的提高，关注后进生及边缘生。把语法知识的
复习与基础知识复习同步进行，精讲精练。

听力块:根据二级听力试题特点，加强听力训练。每日必听，
熟悉语速，连读形式，了解出题方式等，训练听力技巧。

词汇块:狠抓词汇过关，这一阶段进行两次高一、高二单词复
习记忆，人人过关;并学习高三单词。

语言点块:高一、高二所出现重点语言点需要不断加强巩固记
忆、灵活应用，注重情景应用。

2、第二轮复习(20xx。3-20xx.4)

专题训练:强调针对性，进行知识重整及重点突破。在第一轮
基础知识复习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对各个题型进行专门训练，
以达到熟悉题型、提高理解能力、掌握解题技巧的，训练语
言综合应用能力的目的。可分为:听力、阅读、补全对话、完
形、语篇语法填空、改错、书面表达等几块进行。

就高考各题型根据列出的考点结合《考纲》对学生进行专题
训练，训练答题技巧。回归知识总复习(单词、语法、技能)、
重点查缺补漏。

3、第三轮复习(20xx.5)

套题训练:强调综合性，进行综合训练。这一阶段即是冲刺阶



段，老师们又再次研究《考纲》及最新高考信息，及时做好
指导。让学生练好模拟试题，让学生的答题技巧得以应用并
使学生练得手热，为即将来临的大考做好准备。

4、最后阶段(20xx. 5-20xx.6.6)

回归课本，对学生心理与生理等方面调适的指导，学生动静
结合， 有张有弛，保持最佳竞技状态。

高考冲刺计划书篇五

高考的序幕已经拉开，作为新一届高三语文备课组，在总结
上一届高三经验与成就的基础上，结合本届学生的实际情况，
认真讨论研究，暂时制定备课组教学计划如下：

第1周(9.3—9.9)

复习必修一：现代文;及《劝学》《师说》《赤壁赋》《始得
西山宴游记》文言文。

周末自主检测(一)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文言文阅
读。辅助其他基础练习

第2周(9.10—9.16)

复习必修二：现代文;及《六国论》《阿房宫赋》《念奴娇-
赤壁怀古》《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文言文。

作文：结构

周末自主检测(二)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文言文阅
读。辅助其他基础练习

第3周(9.17—9.23)



复习必修三：现代文及《指南录后序》《五人墓碑记》《烛
之武退秦师《谏太宗十思书》《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
文言文。

周末自主检测(三)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文言文阅
读。辅助其他基础练习

第4周(9.24—9.30)

复习必修四：现代文;《季氏将伐颛臾》《寡人之于国也》
《滕王阁序》《秋声赋》文言文及诗词。

作文：结构

周末自主检测(四)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文言文阅
读。辅助其他基础练习

第5周(10.1—10.7)

国庆假期假期作业：以综合试卷及作文组成(每天学习不少
于2小时)

复习必修五：《陈情表》《项脊轩志》《报任安书》《渔夫》
《逍遥游》《兰亭集序》

周末自主检测(五)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文言文阅
读。辅助其他基础练习

第6周(10.8—10.14)

上周剩余内容

作文：开头、结尾

周末自主检测(六)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基



础练习

第7周(10.15—10.21)

语言规范与创新：字音、字形、标点、词语。

周末自主检测(七)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基
础练习

语言规范与创新：病句、扩展语句、

作文：开头、结尾

周末自主检测(八)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基
础练习

第9周(10.29—11.04)

语言规范与创新：扩展语句、压缩语句、句式与修辞

周末自主检测(九)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基
础练习

第10周(11.05—11.11)

语言规范与创新：语言简明、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
动，图文转换。

作文：审题立意

周末自主检测(十)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基
础练习

第11周(11.12—11.18)



语言规范与创新：图文转换、期中考试。

周末自主检测(十一)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
基础练习

第12周(11.19—11.25)

文言文：实词、虚词。

作文：审题立意

周末自主检测(十二)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
基础练习

第13周(11.26—12.02)

文言文：分析综合，文言句式、用法、翻译及断句

周末自主检测(十三)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
基础练习

第14周(12.03—12.09)

文言文：文言句式、用法、翻译及断句。

作文：语言

周末自主检测(十四)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
基础练习

第15周(12.10—12.16)

古代诗歌鉴赏：诗歌语言、形象

周末自主检测(十五)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



基础练习

第16周(12.17—12.23)

古代诗歌鉴赏：诗歌形象、表达技巧。

作文：记叙文

周末自主检测(十六)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
基础练习

第17周(12.24—12.30)

古代诗歌鉴赏：诗歌表达技巧。

周末自主检测(十七)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
基础练习

第18周(12.31—1.06)

现代文阅读：一般论述文阅读

作文：议论文

周末自主检测(十八)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
基础练习

第19周(1.07—1.13)

现代文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

周末自主检测(十九)90分钟以复习内容为主重点。辅助其他
基础练习

第20周(1.14—1.20)



现代文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

作文：素材运用技巧

周末自主检测(二十)120分钟以综合试卷为主，规范学生答题
方法。

第21周(1.21—1.27)

期末复习

周末自主检测(二十一)120分钟以综合试卷为主，规范学生答
题方法。

第22周(1.28—2.03)

期末复习

期末考试

寒假期间布置寒假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