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名辅导机构献策艺术生备考

语文对于艺术生来说，是相对容易
提分的科目，离高考仅三个月时间，复
习时间十分紧迫，掌握科学高效的复习
方法至关重要。下面为大家分项谈谈语
文的复习方法：

基础知识、名句默写是考察对语文
知识的积累与记忆的。无论语文基础的
好坏，只要积累的全面，背的熟练，就
可以在这些题目中不丢分。因此对这些
内容一定不能生疏。可以每天做一些基
础知识和名句默写题目来积累巩固，来
保证稳拿这两部分所占的21分。

文言文阅读首先要回到课本，把教
材中每篇古文中重点实词、虚词的意义
弄懂记牢，因为高考中文言文阅读总是
设置一些在教材原文中出现过的知识点
作为考点。因此对艺术生来说，一定要
以教材为主，做题为辅。

现代文阅读应注重答题模式的总
结。纵观历年语文高考真题，现代文阅
读出题点、答题模式都较固定。因而应
该在高考真题的出题方式和正确答案中
寻找答题规律，不要盲目做题。

作文是高考成败的关键，切忌在复
习中忽视作文。建议同学们采用列提纲
的方式理清思路，每两至三天练习一个
作文题目，不用将全篇写出，只需把文
章的立意、结构的安排、例证的选取等
列出提纲，这样既锻炼思维又不会占用
过多时间。

艺术类考试是高考中的一条特殊道
路。因为有专业特长，高校在录取时文化
课要求较低，选择艺考在高考这条道路上
相对容易成功，但不是有了专业特长就能
稳上大学。特长生备战高考要跨越四道
坎。

一，文化课知识漏洞太大，对学习严
重缺乏兴趣；二，准备特长生测试耽误高
考文化课的复习；三，特长考试和日常功
课搭配不合理，落下的课没时间补；四，
在复习冲刺中抱着侥幸心理，难以全力以
赴。

如果文化课基础较差，即使进入大学
也会后劲不足，无法适应专业学习，难以
在艺术道路上有所成就，更难有什么发展
前途可谈。因此文化课的学习必须引起艺

术生们的足够重视。启儒学校凭
借多年对艺术类考生的辅导经
验，给所有备战艺考的同学们
以下一些复习经验。首先要把
握复习特点，抓好基础知识；

其次要突出重点，高考题目各个
知识点所占的分值不同，考生要根

据个人情况抓住重点，复习有侧重；
第三，注重考试技巧，根据不同题目总结
出不同解题套路，争取以技巧取胜；第
四，反复研习真题，掌握高考命题思路。
历年来的高考题最有含金量，只有反复练
习历年高考真题，才能使考生提前进入考
试状态，轻松上阵。

2011年艺考结束，成绩发布，几家欢
喜几家愁。一部分艺考生可能会信心受打
击，迷茫、焦虑的情绪蔓延。家长朋友千
万不可掉以轻心。很多人以为艺考成绩不
理想，参加统考就是了，可事实上，很多
参加过艺考的学生正是因为艺考成绩的不
理想，从而丧失自信和动力，最终导致高
考文化课考试一塌糊涂。

研究表明，心理评估和辅导对学生的
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让学生了解心理现
象产生的根源，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去调整
自身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发
展自己，完善自己。因此，教育的前提即
是对学生性格、心理的评估。

根据高考艺考生的特点，家长要时刻
关注孩子的心态变化，关心和关爱他们。
想让孩子提起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提
高学习效率，提升学习成绩，就必须对他
们的个性差异和心理症结进行专业的评估
和辅导，让学生合理使用大脑，合情减压
排压，做到学寓乐，乐于学，身心两健康
的最佳状态。避免一味迁怒于孩子，使他
们陷入茫然和厌学的可怕“心病后遗
症”，耽误高考，影响孩子的一生。

对于艺考生来说，大部分高校都是按
照专业课和文化课的的综合成绩进行排
名，如果考生能够拿到560至600分的成
绩，加上过硬的专业课，国内顶尖院校的
大门就会为你开启。高考试题结构分为基
本题、中难度题和高难度题，其中的基本
题是重点知识。“重点知识必须考，重点
知识年年考”是命题的基本原则。这些重
点知识就是每年的高频考点。

高考总分为750分，高频考点在所有考
点中约占80%，如果掌握这80%的高频考
点，就是600分；掌握70%左右，即可得到
550---560 分的成绩。我们的教研专家经
过三轮的教研研讨，针对近三年的考纲、

教纲及考试要求，提炼
出各科的高频考点412
个，在此建议广大艺考
生要将主要精力放到这
412个高频高点上，才能
事半功倍。

新东方学校：

语文快速提高成效大

启儒学校：

艺术生抓基础，突重点

宝茁教育：

艺考后，警惕“心病”来袭

澳美学习中心：

最后90天，抓住高频考点

2011年高考高频考点预测图
学 科 总考点高频考点 占总考分比例

高中语文 27 13 85分

高中数学 132 44 92分

高中英语 48 21 86分
高中物理 130 38 93分
高中化学 86 55 91分
高中生物 70 20 89分
高中政治 165 94 83分
高中历史 111 69 82分
高中地理 125 58 8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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