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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孩子经常换换脑。一段时间的
复习之后，让孩子停下来到户外运动运
动，又锻炼身体还能让大脑放松。

2.正常的作息是关键。规律的作息

能让孩子的头脑时刻保持清醒。早睡
早起，不让大脑考试时间犯困，形成与
考试时间一致的作息，让大脑规律地运
转，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考试。

相信孩子
作为父母，一定要信任孩子。其实

每个孩子内心都有向上的欲望，只是有
的没有被激发，又或者被埋没了。如果
孩子学习暂时出现了困难，成绩比较落
后，不要流露出失望或者“你肯定考不
好”的语气，父母要想办法帮助孩子扬
起自信的帆。

鼓励孩子
孩子需要鼓励。越鼓励他，孩子会

觉得自己的价值越大，信心越足，能够
摆正心态参加考试。因为一句话、一件
事改变人生的事例很多。作为父母要
善于拿起表扬的“武器”。

关注态度
父母要注意避免眼睛里只有分数，

以免伤害孩子学习积极性，更多地关注
孩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大家都
清楚，孩子之间的差距大多不是智力，
而是态度和习惯。

复习阶段，孩子学习态度上出现问
题，家长要予以纠正。要针对自己孩子
的实际，讲究方式方法。

做好后勤
孩子在复习过程中会感觉到疲惫，

家长要做好保障工作，适时给孩子补充
能量，准备好营养丰富的饭菜，富含维
生素的水果、健脑的坚果等。

父母的支持是孩子克服困难的最
大动力。考试期间也要做好充分准备，
按时送孩子到考场考试，不要慌慌张张
影响孩子的考场情绪。

适当指导
低年级孩子，家长注重解题方法的

渗透，指导孩子做试卷，为后续学习奠
定基础。

高年级孩子已经掌握了学习方法，
重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以身作则
孩子写作业复习时，家长不要坐在

一旁玩手机，更不要催促、指责，面对孩
子的错误，要多一些耐心。孩子在复习
的同时，家长也要看书学习静心做事，
给孩子做出榜样，不光孩子复习考试，
父母也在努力提升自我，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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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啦，快为孩子收好复习宝典！
转眼到了期末，不少同学和家长已经开始着手期末复习了。

不少家长反映说看着孩子复习时出现一些问题却束手无策，只能
跟着干着急。那么，孩子在期末复习阶段最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有哪些对策呢？一起来看这份助力宝典。

很多孩子对重大考试的复习
并没多少认识，用一些孩子的话
说就是多看看书、多做做题就行
了，所以别人看书他也看，别人做
题他也做，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

么……看着也是复习了，但效果
却相距甚远。

这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说明没有明确的计划和准备
是不行的。

一、复习没有计划，缺乏针对性

1.帮助孩子先对自己有个清
楚的认识。平常学习好的，那复
习的重点就是查缺补漏，争取考
得更好；平常学习一般的，复习的
重点就是提高整体实力。

2. 帮 助 孩 子 制 定 复 习 计
划。了解考试考点，基础知识怎
么复习，重点、难点怎么复习，作
业怎么写、题怎么做，时间怎么

分配，都要提前考虑，以免手忙
脚乱，越学越心慌。避免“题海
式”复习。

3.根据在校情况帮助孩子完
善复习计划。根据孩子的实际情
况做计划，另外最好能和老师保
持沟通，随时发现新问题，改善计
划。并且要打印张贴，监督孩子
严格执行。

对策：

▲

1.督促孩子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作业。作业和复习要两头抓，
分清主次。

2. 带孩子时常温习课本概

念，抽查孩子对于课本内容的记
忆程度。不要让孩子过分依赖课
外辅导，对于知识的梳理自己做
的才是记忆最稳固的。

二、忽视作业，不重视课本和课堂

有些孩子觉得快要期末了，老
师日常留的课堂作业就不重要
了。这时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是

“以作代考”，一边复习一边认真写
作业，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引导孩子牢记概念，题目做
错了及时回到课本中，看一看是
不是概念公式记错了。让他们认
真跟着学校老师的进度走，把课
堂和课本当做主要的复习材料。

对策：

▲

1.让孩子学会整理错题集。
2. 期末复习的过程中，敦促

孩子要拿出一定的时间重新去
温习错题集。首先把做错的题
重新完完整整地做一遍。做完
之后对照答案，看看自己还存在
哪些问题和漏洞。如果再次做

错，那就要仔细分析自己为什么
会做错，是因为粗心大意，还是
因为学艺不精，一点思路都没
有，又或者是题目非常难。了解
了自己犯错的类型，再对症下
药，请教同学或老师，及时进行
修改和纠正。

三、不重视错题，在同样的问题上“栽跟头”

细心的家长会发现，孩子容
易在同样的问题上犯错误，有
的题目在前一次考试才做错，
类似的题目在下一次考试还是
会丢分。

试卷中真正很难的题目，也
就占10%~15%左右，大多同学也
不会做。但是，以前考过的那些
题，孩子仍然出错的话，差距就这
样拉开了。

对策：

▲

1.鼓励孩子遇到问题大胆问
老师，如果不想一次又一次地问，
也可以把遇到的问题、难题先整
理起来，找个时间集中问老师，鼓
励孩子说说自己的思路，再听听
老师的解答，这样记忆会更深刻。

2. 期末复习期间，孩子的心
情、生活都会受复习考试的影响，
所以不只是学习上的问题，其他
问题也可以找老师聊聊，很可能
老师的一两句话，就能减轻孩子
的紧张情绪。

四、遇到不懂的问题不向老师提问

小学中不爱提问的孩子很
多，有的是怕老师，有的是不好意
思，有的是怕同学嘲笑自己显摆
……总之就是不愿开口。

这个问题在期末复习的时候
会很严重，时间紧迫，如果拼命钻

牛角尖，就算最后做出来了，那固
定时间的复习效率也会很差；如
果自己不会又不问，问题搁置，那
考试中遇到肯定会失分。所以多
问、爱问，才会让复习效率更进一
步。

对策：

▲

1.在复习的过程中，要经常进行演
习考试，可以拿一个知识点的习题进
行，也可以拿一次作业、一个单元、一个
专题进行考试演习，限定具体时间，家
长监督检查，或者让孩子检查。每一次
的锻炼，对孩子的考试心理、做题技巧

会有很大提升。
2.复习中预先摸清题型设置，看好

题目难度从易到难找到适合孩子合理
的解题方式。有时候按顺序答题并不
能百分之百让孩子发挥实力，遇到难题
鼓励孩子不要气馁。

五、复习期间光学习不“演习”，心理素质差

很多孩子也按计划努力复习了，但
越临近考试越紧张，最后导致考试的时
候发挥失常，遗憾不已。

考试不仅仅是对知识掌握的考验，

更是对心理素质和考试策略的考验，没
有一个好的心理素质，又没有答题技巧，
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想考好很难。

对策：

▲

六、复习时间安排不够科学合理

合理的复习时间安排也非常重
要。一直在高强度的复习之下，孩子的
精神压力大，有可能会导致精神的不集

中，长时间看书，对书本产生厌烦心理，
反而事倍功半。更有的孩子还会出现
失眠的状况，更加影响发挥。

对策：

▲

比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来自父母的鼓励链接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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