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大学生高中学习经验分享 

 

高中三年的学习既是辛苦的，又充满着收获。同样都是用掉了三年的青春，

学习好的和学习不好的所收获的东西却不相同。 

在家长看来，考试成绩不好学生就没有努力，就不够认真，意味着没有什么

收获；就学生个人而言，考试成绩不好并不是我不努力、不认真，我愿意去努力、

认真，去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可万般努力，结果总不如人意。那学生没有收获吗？

在我看来，他们仍是有收获的，但他们的收获偏离了主流，意味着他们不能考上

一个好大学，他们处于被选择的一方。 

高中阶段就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阶段，你可以主动选择亦或被选择。当

你学习成绩很好，你就有了主动选择的权利；反之，你只能被选择，人生将偏向

另一条轨道。 

很多学生一直想去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一直去努力获取主动选择的权利，

可大多事与愿违，这究竟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刚从初中步入高中的学生会有一

段兴奋期、迷茫期。从一个熟悉的环境突然踏入陌生的环境，身边好多陌生的同

学，强烈的好奇让心理变得相对兴奋，直到慢慢融入心理的那种兴奋随之消失，

在这段兴奋期，学生的注意力更偏向于对未知的探索，而非学习。融入新的环境

之后，学生的注意力也随之转移，开始更多的专注学习。由于高中课业压力很大，

很多老师为了赶教学进度，会加速课堂上新知识的讲解，教学方式同初中相比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知识都是一带而过，不会去详述来龙去脉，这就造成了很

多学生在课堂上跟不上节奏，很多问题似是而非，时间一长整个人晕晕乎乎，学

习毫无章法，开始进入了迷茫期。 

说到这里，很多学生就想知道，那该怎么去做才能避免出现上面的情况呢？ 

在我看来，首先学生需要学会自我调节，要学会调节心理状态和学习节奏。

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心态积极、乐观，会让人心

情愉悦，让大脑皮层更加活跃能积极参与思考，充分调动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学生要学会掌控自己的学习节奏，了解自己学习的强度及阀值，不能毫无强度也

不可超过阀值，要掌握自己在一天中各时间段学习效果最好的科目，然后根据课

业任务合理去分配时间，不能毫无章法，想起什么是什么，要有明确的计划，做

到张弛有度（参照田忌赛马的故事，要尽可能达到各时间段效果最佳）。 

其次，要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合适的

学习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去确保课堂听讲的最大效果？如何去

确保课后练习的最大效果？如何去确保考试快速、准确的答题？这些都需要学生

个人去思考，去摸索。课前抽时间结合教材进行预习，上课过程中要养成随时笔

记的习惯，简单记录下重点和听课中不懂的难点，课后要及时去解决听课中存在

的问题；课后要及时去对所学的知识进行练习，通过一些习题去巩固，遇到困难

要学会去问、去通过教材寻找答案；在考试中要养成仔细读题的习惯，要逐句去

分析题意，并将抽象的文字化为具体的图像亦或公式，还要掌握答题技巧，要学

会取舍。 

再次，要培养系统性思维。高中之前的学习所学的都是一些基础知识，高中

的知识明显有了很大的升级，不再是单一的、割裂的，高考所考察的知识是系统

的、全面的，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中不能再按照以前的思维模式去学习，要去升

级自己的思维模式。比如，在学习物理的时候，就要求有较好的数学基础，数学

是一门工具学科，就是为研究物理服务的，物理中涉及到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函



数等都和数学中所学的一致。尤其是理科，在整个高中学习过程中要能将各阶段

学习的知识系统化，要学会灵活地去分解、去融合，将一道复杂的题目不断分解

成所学的简单问题然后去求解。 

最后，要学以致用，举一反三。学以致用是要求学生能将平时学到的知识应

用到解题之中，包括基础知识、解题方法等。很多学生对学到的知识应用不够灵

活，不能将已经掌握的去套到类似的问题当中。这需要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

去不断总结、练习，针对某一问题弄清楚解决方法之后要可以迁移至同类问题之

中，不能被表面形式所迷惑。 

高中的学习阶段不仅是学习方法提高、优化的阶段，而且是心理、思维发展

的重要阶段。培养端正的学习态度，掌握合适的学习方法，去不断提高学习成绩，

去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和喜悦；同时，在学习中去让自己不断成熟，锻炼自己的

思维能力，为实现更大的人生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