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名辅导机构献策偏科生
宝茁教育：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中高考倒计时已经开
始，同学们都已经进入了最
紧张的复习状态，在还有不
到3个月的时间里，对于那
些总成绩不是很好，或者说
有偏科倾向的同学们是否
还有机会“一脚临门”呢？答
案很简单———“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对于“偏科生”而言，树
立必胜的信心是十分必要
的。减少因偏科带来的心理
压力，克服对较弱科目的恐
惧，偏科生要做的最重要的
一点便是保持住自己的心
态和优势，在保持原有优势
科目的基础上“稳强扶弱”，
让“长者更长，短者成长”。
在发挥自己的优势科目、巩
固阵地的同时，还应该制定
合理的复习方法，分配好各
个学科的复习时间。

倘若理科强文科弱，那
么大可放弃“题海”战术，每
天只做适量练习题，保持好
自身的解题状态，以节省时
间巩固、扩充文科各科目的
知识点，多做古文阅读，提
高长线科目中能够相对快
速见效的题型水平；如果文
科强理科弱，那么则应注意
对文科知识结构系统的梳
理，保持稳定。对理科的攻
坚切记不可盲目多做题，而

是要多做些典型例
题，反复理清自己平

时容易做错的那些大小题
型，认真思考总结经验，尽
量做到不再第二次跌倒在
相同的地方，牢固掌握学科
知识的规律和原理。

成绩相对较差的同学
在复习时则要精选精练，讲
究策略，以中低难度的题目
为主，不要把过多时间放在
高难题目上，正所谓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对于做过的
题目，则要及时整理，进行
总结、反思、归类、查漏补
缺、举一反三。同时，知道自
己哪方面的知识丢分较多，
侧重这方面的补习，实现自
我突破，做到稳中求进。

中高考与其说是在和
其他考生对垒，不如说是在
和自己对垒。这场对垒中，胜
利的首要条件就是自信，然
后是端正的学习态度和良好
的学习习惯。据不完全统计，
65%以上的中学生或多或少
都会被偏科问题困扰，而因
偏科问题导致总成绩下降，
进而影响中高考复习和冲刺
的中学生也是大有人在。偏
科可能导致学生丧失自信
心，进而产生厌学等各种消
极情绪，所以，学生和家长们
要认识到偏科的严重性，在
问题变得恶化之前，尽快找
出原因并及时解决。

学习的过程其实质就
是心灵沟通和接受的过程。

人生观、价值观并未完全形
成的中学生难免会遇到自
己欣赏的老师、发现与自己
兴趣契合的学科，这些都能
促进学习的良性情绪，反
之，则会产生偏科现象。

因此，当面对偏科导致
成绩下降时，中学生不要心
慌,要调整好心态，学会优
化学习时间，同时明确任务
清单，落实章节和题型。在
复习中，试题是学习和检验
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
中学生可以从这里着手，逐
渐培养学习的乐趣和寻找
学习的方法。

对于家长，则需要在任
何情况下都保持与孩子的
感情交流，同时也要充分相
信孩子自制、自控、自见、自
胜、自信的能力。只有这样，
孩子才会感觉到来自父母
的尊重和信任，然后在接下
来的学习和生活实践中有
意识地陶冶和锻造自己，进
而掌握有利于促进自己学
习的情绪调节方法，同时还
会在学习和生活的体验中
逐渐达到心灵的丰润、健康
与成熟。

偏科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大体可分为：
(1)基础知识不牢。课本知识没有掌握或定
理、规律、原理不会灵活运用。(2)没有形成
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不少同学在
记忆时死记硬背，不总结解题规律，把有趣
的学习过程变得枯燥无味，长期这样会厌
学，越学越没有自信，形成恶性循环。(3)个性
差异。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产生愿意
学习某科或讨厌学习某科的想法，更有学生
因老师的授课方式和性格而形成喜学与厌学
情绪。(4)思维差异。有的同学逻辑和抽象思
维没有形象思维发展快，造成语文、英语学
得好，而数学、物理则学得稍弱。

针对偏科生辅导要对症下药：
首先，要克服对弱科的厌学情绪和恐惧

感，树立自信，减少偏科的心理压力，同时要保
持住自己的优势，把自己强项做到更强，在固
强的基础上去补习弱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要完善知识结构，弄懂教材上的
例题和练习题，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巧。
抓住薄弱学科的薄弱点补缺补差，多做些
典型题，牢固掌握学科知识的规律和原理，
把知识主干摸清记熟。同时要优化各学科
的复习时间。

再次，要探索符合自己的科学的学习
方法，选择符合自己个性的学习方式。考取
高分的关键是要学会灵活运用，题海战术
无助于解题技巧，要精做精练，归纳题型，
总结解题技巧答题规律，形成自己的科学
的学习技巧和方法。

最后，老师或家长要多发现偏科生的“闪
光点”，给予更多的鼓励，鼓励是提高兴趣的法
宝。转化偏科生的过程中，老师或家长应教育
学生正确面对失败，经得起挫折的磨练，培养
他们克服困难的精神与学习毅力。学校应根据

学生个性特点分层次教学和推行“走班制
模式”，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成龙学校：
固强补弱，树立自信

学大教育济南学习中心文老师指出，
中学生尤其是初中生要解决偏科问题，最
关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般来说，初中生的学习态度决定了
他(她)的学习成绩。如杆石桥校区一位姓
廖的学生(初三年级)学习很努力，数理化
成绩比较好，但偏科严重，语文成绩不理
想。通过测评，老师发现影响他成绩的主要
因素是对语文学科没有兴趣，他总是在做
完其他学科作业后，才很不情愿地去写语
文作业。杆石桥校区的老师给他介绍了两
种提高学习兴趣的方法。他按照老师的方
法，每天回家在心情愉悦的时候先完成语
文作业。老师还针对他的学习情况进行了
语文阅读的专项指导，并鼓励他经常主动
地找语文老师探讨问题，同时要求家长给
予表扬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仅一个
多月时间，他的语文学习兴趣逐渐提高，成
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学大教育的文老师指出，学习好的同
学有一个共性：对任何一个科目都充满了兴
趣。这种兴趣，使他们比别人多了一份求知
欲。而培养兴趣也并非一件难事，比如说可以
利用人的条件反射来培养学习的兴趣，如果
一个人总是疲劳时候读书学习，一学习就想
睡觉，长此以往，学习和睡觉建立了条件反
射，学习的时候就总是无精打采。如果在学习
前做一些使自己身心愉悦的事情，学习的时
候就能保持这种愉悦的心情。这样，愉快与学
习就形成了条件反射——— 学习就高兴，一高
兴就学习，从而就培养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此外，他人的赞扬和鼓励也是培养兴趣
的关键。当孩子需要针对某一方面的兴趣投
以热情时，如果得到夸奖和鼓励，自然就更愿
意做了，这样也可以培养孩子的兴趣。可以

说，兴趣是影响学习成绩的主导因素之
一，因此，必须重视兴趣的培养。

学大教育：
培养兴趣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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