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PT1）大家好，我是初三 12 班的洪悦蓝。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来跟学弟学妹们分

享我的生地学习经验。这对即将走上中考考场的我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希望我的分
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初一初二的学习中，生地不算是我的优势科目。我平时的考试成绩大概在A+中后段，
也有下过 A+。大家可以看到，在模考中，我没有拿过 100 分。所以我认为，只要稳扎稳打，
就有可能在考试中创造“奇迹”。 
    （PPT2）现在距离生地会考还有五十二天，大家已经学完了初中生物地理的所有课程，
即将进入会考复习。那么我就从平时复习、模考和应考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体会。 
    （PPT3）对于整体的备考来说，我提出的唯一的建议就是：紧跟学校。在这方面，我
们可以对学校绝对信任。大家如果跟小学同学联系一下，就会发现没有哪个学校像我们一样
重视生地会考，也没有哪个学校像我们一样做了最万全的准备。所以，大家在上考场前可以
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拥有最完备的基础知识，即使题目创新考出花来，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我们都有足够应对的底气。 

（PPT4）平时的模考也是复习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大家可以把模考当作不断适应和演
练的过程，不要害怕自己的问题在模考时暴露出来，因为你的问题多暴露出来一分，正式考
试时的风险就小一分。在正式考试中，很多突发情况是完全可以规避的，比如说因为时间分
配问题导致没写完卷子，涂串或涂漏答题卡，大家在平时模考时就要多注意。 
    大家同样也可以在模考中试验如何如何把考试状态调整到最佳。每个人的习惯是不一样
的，比如说做题顺序，有同学会按照试卷顺序两科交错写，而有同学不适应跨学科的思维跳
跃，就更适合一科一科写。大家就可以在两次模考中尝试这两种不同的做题顺序，判断自己
更适合哪种，从而探索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同样需要我们提前演练的还有做题速度，到了后
期，大家在做题和检查上分配的时间要达到相对固定。以及答题习惯，比如做题速度慢的同
学，在写地理大题时就可以优先保证写完，检查时再多往上补充几个点。还有检查习惯，包
括是否要改选择题答案，检查顺序和侧重等等。 
    （PPT5）在真正应考时，首要的是遵守考试规则。大家一定要熟悉并重视考试规则，
考试铃声响后立刻停笔，千万不要因为违规被扣除分数。接下来重中之重的是心态，应考时
的心态其实是决定你能否超常发挥的关键。首先，对自己的复习充满信心。其次，扔掉所有
包袱。不要想“我一定要考满分”之类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只会让你在考试中压力变大，一
旦遇到不确定的题目就容易自乱阵脚。 

最重要的是：不要慌。只要按照之前在模考中演练的方式答完卷，肯定能取得满意的成
绩。大家可能也有听说，我们之前在模考中练的都是常规的生物填空题，正式考试时答题卡
上却出现了一道 5 分的题目，要求设计实验方案。我当时有点害怕，但是很快通过深呼吸平
复心情，然后安慰自己说：因为这种题型是第一年出现，所以评分标准肯定不会很严。这样，
我的心态就没有出现什么波动。考完之后，我才发现所有人都被这道题吓到了，而有同学的
心态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崩盘的，非常影响发挥。所以，遇到意料之外的情况时，转换心态是
很有效的。同样，在题目很难时，我们就可以想，我们复习得本来就难，对处理题目有更系
统的方法，所以题难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优势，遇到难题更应该开心。 
    当大家平稳地答完题目，一定不要停笔盯着时钟发表感慨，出了考场再感慨也不迟。考
试时一定要把紧绷的做题状态保持到最后一刻，能够检查出一个低级错误，能够在地理大题
上多补充几个要点，都是在利用好珍贵的考试时间。 

真正交卷之后，大家就会发现，50 多天其实过得很快，两年来学习生地的时光也过得
很快。对我来说，在生地会考中取得满分，既是对两年来的努力有个交代，也是在初三的起
点鼓舞自己，将备考会考时的拼劲延续到初三备考中考的过程中来。 



（PPT6）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最后我还是想强调，相信学校，相信我们的老
师，老师们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向满意的成绩。也想借此机会再次向我的老师：汪华老师和谢
育廷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要谢谢我的班主任唐宇彤老师，和所有帮助我的学校领导、老

师和同学们。 

 
最后，谢谢大家，祝同学们生地会考首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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