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考研讨的收获与感悟(通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感悟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高考研讨的收获与感悟篇一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不断推进，数学学科新高考也在不断变革。
作为数学老师，我对新高考数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对
新高考的考试形式和试题类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还对如
何帮助学生提高数学成绩有了更多的思考和实践。在这篇文
章中，我将分享我对新高考数学研究的心得和体会，希望能
够对广大教师和学生有所帮助。

第二段：新高考数学试题类型的研究

新高考数学试题类型相比传统考试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
具有特色的就是开放性试题。在这种类型的试题中，不再强
调解题步骤的要求，而是注重解题过程和理解的能力。在这
方面，考生需要具备较好的自学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新
高考数学试题还有其他类型，如实践探究类、知识应用类、
数字化处理类等，考生需要掌握不同类型的试题解题技巧。

第三段：新高考数学教学方法的探索

对于新高考数学的教学来说，传统的授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
要求，教师需要更加注重学生的探究和自主性，引导学生主
动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解
题过程中，学生需要先探究、再练习、再总结，建立起自主
解题的过程。这种教学方式不但能够帮助学生掌握知识，还
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第四段：新高考数学学习策略的总结

新高考数学学习策略和传统的学习策略也有很大的区别。学
生需要掌握课内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需要不断的阅读和
探究课外知识。学生需要积极掌握数学的思维模式和解题技
巧，在平时的学习中不断积累，以便更好地应对考试。同时，
学生需要保持平时的精力和状态，充足的睡眠和好的心态对
提高考试成绩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五段：结论

总体来说，新高考数学的改革是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做
出的调整，也是对学生素养的提高和全面发展的要求。教师
需要深入研究新高考数学知识点和解题技巧，并探索新的教
学方式和学习方法。而学生则需要掌握课内知识和课外拓展，
积极参与探究和实践活动，努力提高自己的数学素养。如果
我们能够充分认识新高考数学的特点和要求，认真研究教学
方式和学习策略，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并在人生
的道路上越走越高。

高考研讨的收获与感悟篇二

2021年高考数学试题实行了新的考试制度——新高考。新高
考数学试题涉及到许多学科，不仅考查数学知识，还需要学
生具备逻辑思维和实际能力。作为一名数学老师，我在教学
中也深入地研究过新高考试题，总结出了一些心得体会，希
望能和大家分享。

第二段：新高考中的数学知识点

新高考数学试题必须涉及到中学阶段学习过的所有数学知识
点，而且许多知识点需要进一步细分和深化。例如，统计学
需要掌握概率分布、随机变量和统计推断等知识点；函数需
要进一步研究多项式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三角函数



等等。因此，在备考新高考时，学生需要对每个知识点进行
总结和理解，确保自己能够在考试中熟练地运用。

第三段：新高考中的数学实际能力

新高考试题不仅考查学生掌握的数学知识，还要求学生具备
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需要学生能够理解实
际问题背后的数学模型和变量，进行建模和求解。同时，在
解题过程中，还需要学生运用数学术语和符号严谨地描述，
以及使用图表和图像进行分析。因此，在备考新高考时，学
生需要加强实际应用的练习，提高自己的数学实际能力水平。

第四段：新高考中的数学思维能力

新高考试题需要学生具备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熟练进
行证明、推理和分析。例如，解决矩阵问题需要学生熟悉矩
阵的性质和运算，能够进行矩阵的转化和化简，进行逆矩阵
的求解等等。因此，在备考新高考时，学生需要加强自己的
逻辑思维训练，提高自己的数学思维能力。

第五段：总结

新高考数学试题涉及到多个学科，需要学生具备广泛的数学
知识、实际应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在备考新高考时，学
生需要注重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数学素质。
同时，老师也应加强教学质量，针对新高考试题，帮助学生
掌握各个知识点，提高自己的实际应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助力学生取得优异的成绩。

高考研讨的收获与感悟篇三

9月12-13日，毛坦厂中学部分教师参加了江淮创新教育发展
联盟高三一轮备考策略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江淮创新教育
发展联盟主办，池州市东至县二中、池州新华书店有限公司



东至分公司协办。副校长姚云飞率队，高三年级各学科备课
组长参加。

研讨会分两个阶段，9月12日下午2点30分，研讨会开幕式及
第一阶段议程在东至县明发国际酒店举行。江西省临川第一
中学方飞帆老师为与会嘉宾作了题为《高三年级管理及备考
策略》的报告。方老师向与会嘉宾分享了他近二十年的年级
组工作经验，其务实的精神、细致的管理、睿智的风格给与
会嘉宾留下深刻的印象。

9月13日上午8点半，研讨会第二阶段议程为在东至二中分学
科召开一轮复习策略交流会。主办方邀请的高考九大学科主
讲专家分别是焦文林、陈选明、李琦、丁明武、胡建平、杨
型会、徐跃平、陶永和李娟。主讲嘉宾纵向比较近两年高考
试卷，横向圈点全国卷与新课标山东卷的联系，并结合自己
的教学实践，向与会教师分享他们一轮复习策略思考。

据悉，1月7日教育部考试中心正式发布的《中国高考评价体
系》，将成为高考命题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面对新形势，
如何研究、分析全国高考卷，探索命题思想和命题规律，明
确新学年备考复习方向和策略，是普通高中的普遍需求。

高考研讨的收获与感悟篇四

林老师多年从事一线教学。他对高考主要谈了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容：

一、改变中的不变

1、高考纲领不变

国务院于9月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指出高考命题科学化水平整体提升，整个考试更具科学性、
公平性这一要求不变。



2、高考命题总体要求不变

体现“一点四面”的指导思想。一点即立德树人四面即核心
价值观、依法治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3、高考命题总体要求不变

呈现日常生活、科技前沿、实验探索、生产环保等真实情境，
突出考查关键能力。

4、高考试题构建理念不变

高考命题将“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导向教学”确定为高考
的核心立场。试题难度系数控制在0.5-0.55;试题考查内容及
能力要求与将来大学学习接轨;试题设计具有层次性，确保全
面和公平。

5、高考的改革方向不变

注重内容基础，维持难度稳定，适度更新内容，实现综合考
查。

实施课程改革后，选择化学为等级考试科目的学生将系统学
习必修和选择性必修模块，学生的化学知识体系将更加完整。

二、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1、学科核心素养能发现出有探
究价值的问题;勤于实践，敢于质疑。

2、课程目标尊重事实和证据，养成独立思考，改于质疑和勇
于创新的精神。

三、高考考查的重要课程内容

1、化学科学与实验探究



学会赏析经典实验，通过实验学习化学，重视实验的时代性。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高考命题往往选取最新科研文献，积极反映化学学科特点和
最新研究成果，关注新技术新方法新装置。从专业书籍、博
士论文中选取素材。

3、考查必备知识

化学原理、无机化工流程

实验与探究题

有机化学基础等

四、复习时间安排

1、10月1日前为适应期。

2、期末考试前为提高期这一阶段应以基础为主，题目不可过
难。

3、二模前进行思想方法渗透期。

4、高考前为稳定期。

五、高考题分析

内容略

心得

1、重视教材



可以采用让学生读课本，做学案，做基础性试题的方式巩固
课本上的基础知识。重视基础可能只能得基础分，不重视基
础基础分也得不到。

2、重视考试和做题中的归纳总结

简单问题容易化，抽象问题具体化，逐步提升学生解题能力。
国庆前为适应期，国庆后为稳步提高期，二模后应重视对学
生进行深层次的知识渗透。

3、构建知识网络

构建知识网络，不断在复习过程中将学过的知识提取、复现，
从而实现对知识的巩固提高。

4、关注热点、强化规范、提高应试能力

高考研讨的收获与感悟篇五

上周末，我校一行教师赴西安市七十中学参加了本学高考备
考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对我校而言，并非为本高考复习作指
导，而是要为我们高一高二教学提供导向。总体来说，对于
多年已不涉及高一新课教学的我们，对于高考与高一教学关
系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课题。

体会一：对于老教师而言，解开了心中多年的疑惑，以往在
备考中我们总会单纯强调备考时间有限，对于我们要抓重点，
提炼重点，甚至有猜题猜范围倾向，导致学生在复课中也有
了知识性倾向，如此下来我们总是难免有失误，简直到了我
们认为失误是必然的存在。而罗亦奇老师则提倡地毯式复习，
不要放过拷问任何一个知识点，他强调试题既体现热点，保
持试题稳定的同时，也要避免备考猜题所造成的不公平，所
以命题范围会不断迁移，而我却认为地毯式复习，仅仅在高
三三轮复习中，显然是不自信的。所以对高一高三的基础教



学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确切说提出更细的要求，高一教学
局限于课本基础知识，而要适当挖掘教材，帮学生形成初步
的知识体系，建构知识框架，以备高三充实。

体会二：政治教学关注热点，更关注生活。以往备考中，我
们总是热切关注热点，把热点做成专题，供学生备考，而高
考命题为高校专家命制，专家们命题更侧重生活，突出对学
生知识应用能力的考查。我认为知识的应用能力单凭高三备
考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在高一、高二教学中，我们就要引导
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体会政治学科的实用性特点，
逐步培养学生能力，适应高考考查能力。总之，有效提高高
考备考能力，在高一、高二打下坚实的基础。

体会三：高考命题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方向，但我更感觉对教
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课本的编撰以高中阶段学生特点及
接受能力为依据，而高考命题则立意为大学选拔人才，两者
立意的不同必然造成《考试说明》与教材知识差异的存在，
甚至命题与教材的差异，这其中差异的弥补只能靠教师教学
研究来弥补。而高考教学以来重教学而欠研究，各校对研究
的重视也仅仅停留在口头层面。所以，高考研究不仅仅是高
三教学者的.任务，更是所有高中教学者应投入的方向。毕竟，
高中教学的目标是高考。

1、政治学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从社会还是学校教
学安排，无论是在学生心中还是在其他科目老师心中，都处
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上。总之，每当教学出现冲突的时候，
学校相关部门总要求政史地做出让步，课程设置也与新课标
相去甚远。所以，我们觉得学校应该营造相对公平而宽松的
环境。

2、希望学校能给各科营造公平的教研交流机会，以往的教学
及单位及教育部门总能给语数外等大组更多机会，对文综各
学科重视不够。在教学资料配备上也有偏颇。希望学校此上
能予以重视，以利于充分调动每一位同事积极性。



3、培养教师的主人翁精神，往往座谈会或调研会上，我们语、
数、外老师侃侃而谈，政史地教师沉默寡言，我们曾用“甘
当绿叶”来戏称自习，但我却认为这是一种无奈的表达，所
以我更希望学校能从心理的层面去关爱弱科教师，尤其是新
教师，以保护他们的激情，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