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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学霸到底要不要补习
听听今年高分学员怎么说

谈起自己的高分秘诀，李
天苒一脸平静：“平时的积累很
重要， 我从初一起就开始有意
识地去积累。 ”并慢慢摸索、总
结出自己的学习心得： 数学科
和物理科，遇到难题，不急着看
答案，多思考多动脑，记录下解
题思路；英语科，多积累短语单
词、语法，会把做错的那句话抄
下来， 然后查找这个词语的意
思、各种用法和词组搭配，记到
笔记本上， 利用碎片时间拿出
来看；语文科，培养阅读兴趣，
阅读初期看自己感兴趣的书，
达到一定量后再阅读名著，收
获会很大。

“我喜欢从做题中找到成
就感。 ”李天苒还透露了自己
的小秘笈：黄琪瀚老师在与他
交流数学难题时，会完全把他
当做一位“对手”，“让我感觉
自己不再是一位解决知识漏
洞的学生，而是一位饥渴的求
学者”。

黄琪瀚是李天苒在立尚的
皇牌数学老师，他提到，李天苒
是他第一个催着去吃饭的学
生：“在班级里， 李天苒是最主
动的那一个学生，喜欢做难题，
还爱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做题思
路， 也愿意和老师交流学习心
得，求知欲很强。 ”

2020中考落幕，2021新中考悄然而至。据悉，立尚教育将于8
月15日（本周六）19：45线上举行“2020年中考盘点暨2021年首
届新中考指导大会”，为2021届考生打响备考第一战。

主讲内容
1、四大名校之一招生介绍；
2、2020年中考分数发布对2021年中考考生备考5大启示；
3、如何准备新中考自主招生、指标到校及重点班选拔；
4、新高考8个学科如何平衡规划拿高分？

主讲嘉宾
立尚教育中考研究院资深专家 黄琪瀚
14年中高考资深媒体人 李珍

对象：新初二、初三学生家庭
时间：8月15日（本周六）19:45-21:00
直播方式：classin线上课堂
预约讲座通道： 识别二维码预约讲座，填

写信息后加入“直播群”观看直播

注重积累找成就感

在此次中考，王思睿考了
738 分， 各科成绩都很均衡。
得知自己语文考了 134 分后，
王思睿高兴坏了，第一时间发
信息给立尚教育皇牌老师孙
美林。

王思睿说， 自己取得这个
成绩有两个“秘籍”：一是日常
在学习上的刻苦， 二是跟着老
师走 。 在发现自己的薄弱项
后， 他并没有盲目地学习，而
是跟着孙美林老师的教学思路
走， 广泛阅读， 多积累作文题

材， 感知身边事， 终于提高了
写作能力。

据了解， 为提高王思睿的
语文阅读和写作能力， 孙美林
老师特意为他列出语文学习计
划、阅读书单，也会陪着他一起
阅读，课后聊聊阅读心得。“思
睿现在会大量阅读历史、文学、
音乐美术、文化类书籍。 ”王思
睿的爸爸兴奋地说， 孙美林老
师的课让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变
化， 阅读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

A
学生：王思睿 中考提分：30+

高分秘诀：跟对老师，找到符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关键！

学生：李天苒 中考分数：744 分
高分秘诀：与培训老师做“对手”，解决知识漏洞

惊喜的背后都是努力的过程B

柏钰涛中考拿下 743 高分， 英语更是以 141 分的
成绩完美“收官”。“刚开始真的不敢相信，太激动了。 ”
回想起考试的整个过程， 柏钰涛笑着说：“只顾着埋头
做题，都忘记有紧张的感觉。 ”在考语文时，遇到了一道
自己拿捏不准的选择题，考后他一度出现“考砸”的心
态。 彼时的他，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来缓解：“如果前面发
挥不好，接下来的几科要稳住，把前面的分拿回来。 ”

说到自己的高分秘诀， 他说与大多数同学都一
样，就是调整心态，找对每一门科目的学习方法，学会
整理易错题。 而对于语文和英语的学习，他表示，自己
最高效的学习方法就是紧跟着立尚的龚瑞君、傅嘉健
两位老师教学走，课后不断巩固、多积累素材。

在学习之余，柏钰涛也会挤出时间投入到书法的
练习和课外书的阅读中：“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能一
定程度上缓解压力。 ”

740 分出现在眼里的那一刻， 陈志达整个人很淡
定，意料之中。“跟着老师走，肯定不会错！ ”陈志达回
忆，初二时，因为心态没有调整好，他的数学成绩直线
下降。 立尚赵晶晶老师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异常，主动找
他聊，而老师的“学习最主要的还是靠自己”这句话点
醒了他，自此开启了“学霸”之路。

陈志达自认为自己不是特别突出的人，唯有努力、
勤奋：“尤其是在学会一个知识点后，要不断地做题，先
攻自己薄弱的，再进行综合练习，我认为这样做效果会
比较好。 ”

“陈志达特别踏实和用功。 每次上课，都能看得出
来他很认真对待我布置的任务和要求。 课后的英语练
习和背诵任务，他每次都能高质量完成。 我是看着他的
成绩稳步提升的，中考也交了满意的答卷。 ”立尚英语
任课老师陈燕衡说。

“总体来说，孩子表现得不错。”聊到孩子成绩，电话里，凌
薪谕的父母透着开心。 好的成绩源自好的学习习惯的积累。

化学是凌薪谕较有优势的科目。 凌薪谕表示，只要在一
开始就抓住需要牢记的知识点，后期跟着老师的节奏按模块
学习，再找点同类题型来做，学会归纳总结，基本就差不多
了。 相对而言，英语是最让他头疼的一科，所以他在英语上
会多花时间巩固基础知识。

凌薪谕还特别提醒：错题本上整理的内容，一定是自己
都能够完全理解的知识点，这样才会在最后冲刺阶段达到好
的效果。

初中期间，凌薪谕在立尚报了语数英物四门功课，谈及
在这里的学习，凌薪谕表示，自己非常幸运，能遇到用心教
学的老师，真心感谢老师的帮助。 据立尚老师介绍，凌薪谕
注重整理与归纳知识，将薄弱项和易错点整理成一本专属笔
记，课后找老师、找同学解惑。

优秀都是有迹可循的。这些高分学霸都有一个共
同特点：学习自律性强、主动性强、目标性明确。“这
不仅基于他们自己良好的学习方法， 还与立尚良好

的学习氛围密不可分。 ”立尚教育冯颐坦言，来立尚
学习的学生，在学习能力、综合素质方面，大多都不
是最优秀的学生，但通过专业老师的针对性教学、良

好的方法引导以及立尚浓郁的学习氛围的感染后，
学生不仅能以满意的成绩升上理想的学府， 还能培
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受益一生。

学生：柏钰涛 中考分数：743分
高分秘诀：语文、英语紧跟补习老师节奏，提分至140+

学生：陈志达 中考分数：740 分
高分秘诀：遇良师主动引路，端正心态事半功倍

学生：凌薪谕 中考分数：744 分
高分秘诀：语数英物都补，注重知识的归纳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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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考盘点暨
2021 年首届新中考指导大会”

本周六开讲

文 / 蒋隽

中考学霸特质：
自律 + 责任感 + 思维方式 + 家长榜样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实习生 曾颖仪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蒋隽

8 月 10 日， 广州中考放
榜， 总分平均分为 574 分（不
含政策性加分），较去年提高近
19 分，高分段、中分段考生人
数比例明显提升。 今年全市
750 分以上的高分学生有 300
多人。11 日，高分段学霸陆续亮
相，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 7 位
高分考生， 深挖学霸“秘
笈”，总结“学霸”特质，
寻找传说中 的
“起跑线”。

智商天生， 但思维方式可
以后天培养。 几位同学思维方式
上都体现出讲逻辑、 爱思考、善
于总结、归纳的特点，同时勤学
好问，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精神。

广州天河汇景试验学校的
李衍志中考 756 分 ，是“数学
狂人 ”， 他特别喜欢做数学压
轴题，把全国各地的中考真题
的压轴题都搜来做了一遍。 他
要求自己一周要刷三套数学
卷子 ， 每天要做两道压轴题，

老师布置的作业必须要在校
内完成。 他认为 ，数学的学习
中，做好错题本比较重要。

“其实各学科是相连的，理科
思维融入理科， 文科思维融入文
科。 一题多解不稀奇， 培养多题
一解的思想更可贵，分类、总结、
分析， 对解题方法的分析是对思
维更大的考验。 ” 黄睿彬说。

几位同学都提到，不懂的问
题、知识点一定要弄懂，“打破砂
锅问到底”，问老师、跟同学讨论
都可以。

学霸专注学习， 并不等于只看得见自己，
学习好是他们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有为他人
负责的责任心。

“我这么矮小的人，当了体育部长，每天要记
录同学跑步打卡，自己也得跑好啊。 没想到养成
了跑步习惯， 跑步让自己更放松、 更从容地学
习。 ”汇景试验的赵桐同学中考 757 分，是校团委
干部、班级体育部长、街舞高手、班级活动主持
人，他笑说自己的体育是被“逼”出来的，团委工
作锻炼了他学习的专注度：“尽力而为、高质量地
做好团委工作， 学习的时候则专心学习不想工
作，另外主持锻炼了我考试时的临危不惧。 ”

赵桐选择的高中是华附， 原因是体谅妈
妈 ：“家住在黄埔 ， 妈妈送我上学 9 年很辛
苦，所以高中报了华附，自己坐地铁上学，不
用辛苦妈妈了。 ”

李衍志的数学成绩并不是一直拔尖。 初一
第一次数学考试， 满分 110 的试卷他只考了
79 分。这时，数学老师选择他做课代表。“担任
数学课代表鼓舞了我， 培养了我对数学的兴
趣，是兴趣驱动我去学习。”李衍志说，“我喜欢
数学对思维的锻炼和解开难题的成就感。 ”

黄睿彬是学习委员，刚开始对于担任班干
他有所顾虑， 怕耽误学习， 但被班主任说服。
“疫情期间， 他一个人协助我管理 10 个小组，
登记同学出勤、上课表现、作业统计等，每晚做
一个小总结，发到家长群。那段时间，他也稳稳
地拿到年级第一。 ”班主任说。

牛 娃 们 生
活中不是只有
学习，他们有丰
富的业余爱好，

而且享受其中乐趣。 兴
趣爱好对他们减轻学习压

力，放松精神也有很大帮助。
汇景试验的邓志云中考考

了 778 分， 他从五岁开始学钢
琴，一直把弹钢琴当成自己的兴
趣坚持到现在。 邓志云笑着表
示，弹钢琴是自己课余时间的一
个自娱自乐的项目，也是平时舒
缓压力的方式。 在时间紧张的时
候，每个星期弹一个小时，不紧
张的时候，每天弹半小时。 他在
学校合唱团担任钢琴伴奏，参加

市、区合唱比赛，都拿了一等奖。
同时也是天河区少年宫摩天团
男童合唱团的成员。

张沐阳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学
围棋，一直到小学六年级。 曾经在
全国百人杯比赛中， 拿到 53 名。
六年级拿到业余五段的证书。 中
学后，他迷上了无线电通讯，初一
就获得无线电通讯比赛全国三等
奖。 在张沐阳看来，两种兴趣爱好
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需要耐着
性子，不能一蹴而就。

黄睿彬曾蝉联三年校运会
100 米亚军，是吉他高手、班级
文艺汇演表演主力、班级篮球队
主力，喜欢民谣，曾在吉他竞赛
中弹奏 beyond 的《海阔天空》。

如今没上过培训班的孩子
凤毛麟角，记者采访的好几位牛
娃却表示， 几乎不上补习班，有
的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性地
到校外进行一些拓展。

汇景试验 750 分的邬缘远
从来不上补习班，每天都早睡早
起。 即使是初三，也从没超过晚
上 10：30睡觉。

从小学到现在，邓志云从来
没上过校外的学科培训班。志云
的父亲告诉记者，他非常赞同孩

子班主任张建新老师的观点：学
校和家长要去做的就是挖掘学
生的潜力； 学生的潜能是无限
的，像火箭发射一样，学校和家
庭要做的就是“点火”， 让火箭
升空。

赵桐的父亲坦言，孩子曾经
到校外补习机构学习过，但后来
算了一下“成本”：来回两小时，
上课一小时，一次就花掉三个小
时，最后觉得还是提升孩子的自
学能力、在家里学习比较好。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几位牛
娃的家长都不是通常印象中对
孩子要求高、事无巨细管教严格
的家长。 相反，家长们有自己的
工作和生活态度，充分尊重孩子
的意愿，给孩子足够的自由。

缘远妈妈称，自己的上班比
较规律，周末就是雷打不动的休
息。 她问过孩子要不要上补习
班，如果上，她可以送去，但不会
陪着她，“因为我也需要有自己
的空间和时间”。

省附 765 分的谢果伊说：
“爸妈都是大学老师， 他们对待
工作都非常认真， 从他们身上，

我也学到了要认真对待每一件
事情。 ”

邬缘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临字帖，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未
间断。 缘远妈妈告诉记者，她曾
经“身体力行”陪练：“我跟孩子
说，我可以陪着你一起练，如果
你没写完，我帮你写。 结果孩子
很自觉，从来没让我替她写过。 ”

在课余时间，黄睿彬经常和
父母一起去做志愿者工作。 黄睿
彬对父母的评价是“灵魂伴侣”：
“周末回家，晚上睡觉前，我跟父
母都会聊天，他们很尊重我的想
法和做法。 ”

自律：有规划，
高效利用时间

学霸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几乎是家
长们永恒的“哈姆雷特”之问。 记者分析 7 位同学发
现，天资固然重要，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很自律，对自
己有要求的学生，课堂充分吸收，时间利用高效。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以下简称 “省
附 ”）的黄睿彬被同学称为“学神”，中考 768 分。 他
的学习就很有计划性，结合巧学和活学，一周五天，
每周二、周四下午课程结束后跟小伙伴一起结对学
习，周一、周三傍晚打篮球一小时。 每天完成一套语
文和思政的卷子，周末加练作文和小论文，日常找
老师面批。 周末花半天用于兴趣爱好。

同样来自省附、769 分的张沐阳是一个很注重
效率的人，“在对的时间干对的事”， 早上记忆力充
沛的时候背古诗文；傍晚思维能力强，难题就放在
傍晚六七点时做；晚上 9 点多后，用来整理一天的
学习知识点，与同学讨论相关知识点，“争取每天学
有所成，遗忘率也会大大降低”。

张沐阳还会根据老师讲的内容， 制定今天或稍
后几天的学习计划，每天必定会进行语文阅读，数学
思维训练，英语语法完型训练，政治课本阅读，每周
有一个复习计划，周末根据实际情况再查漏补缺。

省附 765 分的谢果伊， 最让班主任印象深刻
是：“上课的时候永远坐得很端正， 注意力一直集
中，课堂参与度非常高。 ”

几乎每位学霸的老师评价他们时，都提到课堂专
注、效率高。“有的同学在老师讲简单题时可能不太认
真听，但黄睿彬不会，依然非常专注。 ”班主任老师说。

培养思维方式
“打破砂锅问到底”

责任感：
对自己及他人负责

为兴趣学爱好
减压好帮手

不盲目“进补”
有选择地拓展

言传身教
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A

B

C

D

E

F

荨黄睿彬
荩谢果伊
茛张沐阳

月 10 日， 广州中考成绩揭
晓，涌现出了一大批高分学
霸，备受热议。 很多家长感

叹，人家的孩子就是出类拔萃；很
多同学认为， 高分学霸拼的就是
挑灯夜读；也有家长问，为什么经
常看到新闻报道状元都不上辅导
班的？

究竟高分考生是自学出来
的，还是培训出来的？听听今年中
考 730+ 高分学员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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