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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复习课难上，初三的数学复习课更是难上，但数学成绩的高低，决定了学生中考的命运，面对中考，我们没有任何懈怠的理由，

因此高效课堂，是每位毕业班数学追求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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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好复习前的充分准备 
虽然不是第一次教毕业班，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经验不够，不足的

地方很多，所以我坚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他人的经验是弥补自

己不足 快的途径，因此在没有复习之前，上网阅读学习优秀教师的复

习方法、认真研读《课标》和《中考考试说明》、做 2013 年的《总复习

测试》等，我想教师必须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

竹才会在复习过程中做好引领，使初三总复习取得较好的效果。 

2 落实好教学中的每一步 
2.1 目标导向： 

要让学生明确每一轮复习要达到的目标，这样复习起来才有针对性，

同时便于检测验收，以及检测每轮复习目标的达成度，未下轮复习做好

准备。 

如：一轮复习要达到的目标：要“过三关”： 

（1）过记忆关：必须记牢记所有考点。 

（2）过计算关：如方程、不等式、代数式的化简，要求人人能熟练

的准确的进行运算，这部分是决不能丢。 

（3）过基本能力关：如，给你一个题，你找到了它的解题方法，也

就是知道了用什么办法，这时就说具备了解这个题的技能。做到对每道

题要知道它的考点。 

2.2 实际做法： 

总体做法：（1）认真阅读考点手册，搞清上每一个概念；能掌握基

本数学思想、方法，解题步骤规范化。 

（2）抓住基本题型，并会进行变式。 

（3）通过习题掌握初中数学教材中出现的数学方法。 

（4）防范错误。把自己出现的错误收集起来，仔细分析错误的原因，

然后进行订正，直到不错为止。 

具体做法：以一轮中复习《全等三角形》一课为例： 

（1）中考说明（明确本节课在中考中的要求）： 

1）了解全等三角形的概念 

2）掌握三角形全等的条件。 

（2）分组合作：一组：2、5、17、18  二组：1、6 

三组：3、4、7 四组：11、14、19 

五组：12、13  六组：8、15 

要求：1）先完成自己小组任务，总结考点、 解题规律 

2）完成本组任务后，，再分析其他组问题，把问题写在黑板上 

（3）学生讲解 

通过习题的分析讲解总结知识点，强化考点。一组问题主要总结全

等三角形的判定方法及判定方法这一考点具体以哪些题型出现，这是本

节课重点要掌握的习题。二组问题考查全等三角形的性质，利用全等三

角形的性质可以证明线段相等或角相等。三、四、五组问题考查哪些变

换方式可以得多全等（如翻折、旋转、轴对称）。六组问题是全等三角 1

形性质与判定的综合应用，是对前几组问题的一个总结与提升。每个小

组在讲解时除了总结考点， 主要的是讲清如何利用考点解题，每个小

组讲解学生出错率高的题，不是追求面面俱到，而是重点内容得用多时

间，非重点内容敢于取舍，集中精力解决各小组学生困惑的问题。 

2.3 检测验收 

一种方式是每节课的当堂验收，及时检测当堂的复习效果，以便下

午习题课及时调整再次巩固。另一种方式每周的周清，使用中考模拟题，

一方面考查本周所复习知识点的综合运用，让学生明确所复习知识点在

考卷以何种类型出现，怎样考查；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教师

要重点关注学生的基础题的掌握，让学生知道我们中考卷中基础题占百

分之八十，而我们现在进行的一轮复习就是要拿下这部分分数，而且要

求人人达标。不合格的同学课下个别辅导。 

3 做好每一次的分析总结 
3.1 每次模拟后的分析 

反思使人进步，分析使人提升，因此每次模拟考后我与学生都要进

行反思，学生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是知识点没记准、知识应用不灵活、

计算不准确、答题技巧、考场心态、临场发挥的能力等。教师则结合学

生的反思做好两个方面反思，一是对试卷进行反思，利用表格纵向看学

生在哪个知识点上存在问题，横向看整个班级在哪个知识点上失分率高，

例如：在第一模拟时，通过分析两个班在第 10 题多解题上只有盖文晓一

人做对，因此在二模专项复习中这是一个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分析

为下步教学提供材料，为复习指引方向，尤其重点关注标内的学生，这

部分分数使他们取胜的关键。二是反思教学中是否有疏漏或没有我们没

有重点强调的问题，是否没有盯住标内学生。 

3.2 对近三年中考卷的分析 

要求学生做卷子中的基础题，看自己的完成情况，通过三轮复习学

生这部分知识掌握的不错，这样做是为了增强他们的信心，考前信心十

分重要。然后让学生对比三年的中考卷分析，分析发现三年考卷中第 1

题考查科学计数法，第 2 题考查确定自变量的取值范围，考点没变，题

型不变，21 题化简求值，21 题作图题等，题型没变，知识考查点个别有

变化， 后针对 28 题作分析，前两问都是求点的坐标，求直线解析式，

而第三问则是存在性问题：10 年是存在等腰梯形，11 年是否存在平行四

边形，12 年是否存在菱形，13 年是否存在正方形。通过分析首先消除学

生心中对压轴题的恐惧，我们力争前两问得满分， 后一问尽量得分。

同时对 后一问进行预测，四边形中可能是存在矩形问题，存在等腰三

角形问题，存在直角三角形等问题。而 14 年中考题型几乎没变，28 题

考查存在等腰三角形问题。学生们通过考前的分析，对于卷子中的题型

非常熟悉，而且又和我们考前预测的一致，学生们轻松应战，因此中考

取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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