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寒假高三计划表 备战高考寒假学习
生活计划书(汇总5篇)

计划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步骤和时
间安排。那关于计划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计划又该怎么
写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
习。

寒假高三计划表篇一

对于学习来讲，除了要对一年以来高考复习的时间要统筹安
排外，合理安排每日时间，最大效率得提高复习效果尤为 重
要。以下每日学习计划安排，考生可以参考进行。

早上6点-8点：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一般人来说，疲劳已消除，
头脑最清醒，体力亦充沛，是学习的黄金时段。可安 排对功
课的全面复习。

早上8点-9点：据试验结果显示，此时人的耐力处于最佳状态，
正是接受各种“考验”的好时间。可安排难度大的攻 坚内容。

上午9点-11点：试验表明这段时间短期记忆效果很好。
对“抢记”和马上要考核的东西进行“突击”，可事半功倍。

正午13点-14点：饭后人易疲劳，夏季尤其如此。休息调整一
下，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最好休息，也可听轻音乐。 但午
休切莫过长。

下午15点-16点：调整后精神又振，试验表明，此时长期记忆
效果非常好。可合理安排那些需“永久记忆”的东西。

傍晚17点-18点：试验显示这是完成复杂计算和比较消耗脑力
作业的好时间。这段时间适宜做复杂计算和费劲作业。



晚饭后：应根据各人情况妥善安排。可分两三段来学习，语、
数、外等文理科交叉安排;也可作难易交替安排。

以下是一位高考优秀考生的每日作息时间表，可供参考：

每天6：00起床， 6：30-7：30复习英语，7：40-9：40复习
数学，9：50-11：50机动安排;中午午休;下午2：00-4 ：00
复习化学，4： 10 -6：10复习物理;晚上2个小时复习语文;
其余时间机动。在每一门课的复习中，不同阶段以不同 内容
为主，多看课本或多做习题，要掌握好。

总之，在总体计划的基础上，注意小块的时间安排，既要抓
紧时间，又该有张有弛，这样才能以一个较好、较正常的 心
态去参加高考，才能考好!

寒假高三计划表篇二

1、每周二课时处理文综训练和模拟考试试题典型题目和学生
容易出错的题目精讲，讲试题的过程中注重学生思维训练和
答题方法技巧的训练。

2、3月11日至4月2日本学科内知识的综合运用分几个专题进
行复习。

专题一：哲学主观题答题应用知识的规范、方法及材料的归
类。

专题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专题三：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

专题四：优化资源配置

专题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专题六：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3、4月3日至5月3日时政热点专题复习。

专题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专题二：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专题三：把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专题四：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

专题五：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快改善人民
生活

专题六：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专题七：联合国改革

专题八：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

专题九：科教兴国，人才强国

专题十：可持续发展战略。

专题十一：xx届五中全会和两会。

4、5月4日至5月底，考讲阶段。

5、6月1日至6日学生自由复习。

寒假高三计划表篇三

高考专家组分析，语文学习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开放性。语



文的外延和生活相等，生活的任何内容都离不开语文，只要
有意识地学习，在生活的任何场合都可以学到语文。因而语
文具有最便于自学的突出特点;二是情感性。“文章不是无情
物。”不仅文章，就连我们民族的文字也个个充满着感情色
彩。教师带着感情教，才有可能教好;学生带着感情学，才有
可能学好。三是灵活性。语文学科的知识体系不像其他学科
那样呈现线形或链条形排列，而是螺旋式上升。因而语文学
习的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不是很严格的。

学生可利用寒假加强课外阅读，并力所能及地做些读书笔记，
书读得越多越好，通过读书积累知识，扩大知识面。写有意
义的论文。练一练钢笔字，提高自己的写字水平。

1.整理要点。逐一梳理第一段的学习内容，将“基础知识”、
“语言运用”、“古文阅读”、“古诗鉴赏”、“现代文阅
读”等条块的有关知识点、考查点连成“线”，形成“面”，
构建牢固扎实的“知能”系统网络。

2.补查缺漏。在全面系统复习的基础上，安排3-4次综合训练，
对训练中出现失误较多的问题进行补缺，单项突破，为下一
轮复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3.强化识记。每天确保有半小时的时间背诵课文，进一步强
化记忆。将“新考纲”要求背诵的39篇古诗文分为若干条块，
对于背诵难度较大的文章，如《逍遥游》、《离骚》、《氓》
等，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条块里，做到篇篇过堂，并落实到
笔头默写。已经熟读会背的同学，可适当识记一些课外的名
言名句。

4.坚持练笔。作文训练不能松懈，要认真写好学校布置的作
文，侧重练写记叙文、议论文两类文体的文章。练写记叙文
要进一步收集整理有关素材;练写议论文，要特别注意“阐释
型”、“联系型”、“引申型”等类型的文章特点。



5.拓展阅读。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拓展阅读，扩大知识面。
尤其是选修历史科目的考生，要抓住寒假时间，熟悉“新考
纲”规定考查的10部中外名著的内容，了解梗概，明确考查
要点，掌握有关题型，弥补以往课外阅读的缺失。

寒假高三计划表篇四

学习需要讲究方法和技巧,用对方法做什么事情都会事半功倍。
以下为大家分享的是高考物理寒假备考复习计划书，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想了解更多内容，敬请关注本站!

很多同学在放假后都有睡懒觉的习惯，当然这是人之常情，
但却不应该是高考生之常情。身为一个高考生，应该明白现
在的头等大事是什么。早上是复习效率最高的时间段，当然
不能浪费在睡懒觉这种事情上。要想有条不紊的、充实的度
过这个寒假，首先应该强迫自己保持跟平时一样的作息时间，
相信各位同学在这个漫长的秋季学期中已经养成了生物钟，
执行起来难度不大。总而言之，寒假复习规划的第一件事是
你要有配得上这个规划的意志力，这个意志力首先体现在起
床这件事上。

其次，应该为自己制定详细的复习规划，规划的内容应包括
复习的时间(即每天学习的时间起止点)、科目、以及每个科
目阶段性的复习目标。合理的计划一定是劳逸结合的，类似
于我要在寒假每天学习15个小时或者我要在寒假前十天复习
完物理的所有知识点都是不现实的。正确的规划应该类似是：
今天9点到12点复习完物理中的伏安法测电阻的实验，一周之
后复习完电学实验。每一天有具体的的计划，每一个阶段有
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寒假共40天左右，按照6个科目的重要性及难度，物理分配到
的复习时间在8天左右。在寒假结束之前，我们已经复习完力
学和电学的部分，同学们已经初步建立起物理的知识体系，
但是对于高考考察的题型和侧重点还不熟悉，对于高考综合



题的解答还有能力上的欠缺，这个能力需要更长时间的练习
和培养。那么这8天适合复习什么内容呢?答案是实验。实验
相对于其他题型来说对知识的要求更有针对性，而且根据高
考中实验题的出题特点，实验题考查的内容并不经常变化，
所以完全可以通过8天的反复练习来掌握。而且，这个复习的
成果将直接体现在高考的成绩上，实在是一劳永逸的效果。

20xx年广东省高考考试科目发生重大变化,理科考生考"3+理
科综合"，而"理科综合"中物理学科相应的高考考试时间和分
值跟原来的x科中物理科相比将发生变化，因此物理考试内容、
题型、题量、难度和高考备考要求都发生较大的变化。作为
高三物理教师来说，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考验。为了能
在20xx年高考中，物理能取得好的成绩，我们制定了如下复
习备考计划:

1、20xx年9月1日--20xx年3月中下旬，进行第一轮全面复习。

2、20xx年3月下旬--5月底，专题复习，综合考练，查漏补缺。

3、20xx年5月底--考前，回归课本、查漏补缺、心理调节。

1、紧扣新的《广东高考物理方案》要求，广泛收集相关高考
新方案的有关信息，研究20xx年高考热点及命题趋势，选择
合适的教辅资料(我校统一使用《名师大讲堂》)进行有效的
复习。

2、根据本校学生实际和广东高考物理新方案的要求，复习侧
重于必修1，必修2，选修3-1，选修3-2，重基础，成体系，
抓规范，练技巧，使学生将分散的知识点理清，形成知识网
络，融会贯通，抓住高考基础部分不失分。

3、二轮复习专题专练，精讲精练，拔高难度，培养解题能力，
选题主抓新颖的信息题的综合训练，目的将学生能力提高到
高于高考要求的标准。



4、从应试策略上分析，对于选修3-3，选修3-4，选修3-5部
分知识点的复习要有偏重，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层次、分
难度训练，但不占太多时间，因其在现有的高考题型中分析，
其难度较低，分值较小，应余大多时间放在前四部分(必修1、
2，选修3-1、选修3-2)

5、根据实际的复习情况，适当时要有效地调整复习措施及教
学方案。

寒假高三计划表篇五

考生在高三寒假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时间用来玩的，
同学们在寒假的时候要制定一份高三寒假学习计划，让自己
充分利用寒假时间进行复习。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备战高
考寒假学习生活计划书范文。欢迎大家参考!

寒假时间比较长，但是备战高考的任务没有完成，同志们要
继续加油，好好利用这难得的黄金时间。这段时间可以成就
你，也可以毁灭你，就看你怎么把握了!希望大家好好利用这
些时间查漏补缺，优化复习计划，为你六月的辉煌增添砝码!

1.数学方面：重视课本，这是学好数学，也是提高数学成绩
的第一位，要把数学书上的例题和课后练习题做会，一定要
搞清出题的用意，最好准备一个改错本，在本上把错的典型
题仔细分析一下，争取解决一道题相当于解决一类题。还有，
要多问，上课一定要跟着老师走，老师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
作业方面，要学会挑着做，如果把书上的题，老师补充的内
容理解了，数学方面最后会有一个好成绩，我是20xx年的文
科毕业生，数学考了136，虽然不高但根据我高三一年的经验，
上课一定要跟着老师走。

2.英语方面：重视课本，最好把书本经典的课文或者好的段



落背诵下来，用在作文中是相当出彩的。词汇方面一定要背，
毕竟这是基础，把考试说明中的词背会，并掌握简单应用就
没问题;一定要重视阅读和完型，争取把简单的题都做对。

3.语文方面：同样要重视基础，最好把课文中的文言实虚词
记住，建议准备一个语文积累本，对各题型(如字音，字形，
错别字，病句，近义词辨析，成语，古诗鉴赏，文言文实词
虚词)进行积累，这是取得语文高分的关键，也是卷面前面的
基础题，一定要重视。最好遇见一个就积累一个。

阅读方面要多利用往年真题，分析题型，摸出基本出题类型，
这些老师在今后可能会给你们讲。

作文方面，建议各种文体都要会写，以防最后高考出一个你
不熟悉的文体。多注意身边生活，多思考，不一定非要把事例
(议论文)背得多多，可以从身边热点着手，找到一个比较有
新意的立足点，这样容易得高分。

4.文综方面：主要把教材的线条捋清，要把教材中的标题以
及下面的小标题记住，在大脑里对这段知识形成一个部分，
答题时要把要点列出。地理方面要多看图，政治多把时事和
教材知识联系起来，历史要把时间段弄清，一些零碎的知识
可以用图表方式总结。

5.心态方面：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怎么想你，坚持自己的
一套方法做到底，你一定会成功。不必和其他同学比成绩，
只要了解自己是不是比上回进步就行了，精力要集中在怎样
把学习搞上去，不到最后不要放弃，制定一个自己的计划，
用好寒假，相信你成绩一定会有大幅提高。

6.休息时间的安排：最好每天在十一点半前就寝，这样会保
证第二天的复习质量。如果确实要熬夜，可以适量喝绿茶(不
是饮料的那种)，但尽量不熬夜，容易伤身体，免疫力下降。



7.安排时间：在校期间，上课一定要全神贯注，不能走神，
下课建议你休息，不要为了赶时间不休息，光学习，这样会
影响下节课的听课质量。晚上回家后最好休息一会儿，吃完
晚饭可以在院里走会儿步，提神儿。在晚上7：45左右开始学
习就可以。在学习期间不要干别的，比如吃东西，听音乐，
这样都会降低效率。

8.资料方面：一定要少而精，最重要的还是抓住课本，争取
把一道题做会相当于把一类题做会的程度，这是需要慢慢练
的，不要着急。

对于学习来讲，除了要对一年以来高考复习的时间要统筹安
排外，合理安排每日时间，最大效率得提高复习效果尤为 重
要。以下每日学习计划安排，考生可以参考进行。

早上6点-8点：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一般人来说，疲劳已消除，
头脑最清醒，体力亦充沛，是学习的黄金时段。可安 排对功
课的全面复习。

早上8点-9点：据试验结果显示，此时人的耐力处于最佳状态，
正是接受各种“考验”的好时间。可安排难度大的攻 坚内容。

上午9点-11点：试验表明这段时间短期记忆效果很好。
对“抢记”和马上要考核的东西进行“突击”，可事半功倍。

正午13点-14点：饭后人易疲劳，夏季尤其如此。休息调整一
下，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最好休息，也可听轻音乐。 但午
休切莫过长。

下午15点-16点：调整后精神又振，试验表明，此时长期记忆
效果非常好。可合理安排那些需“永久记忆”的东西。

傍晚17点-18点：试验显示这是完成复杂计算和比较消耗脑力
作业的好时间。这段时间适宜做复杂计算和费劲作业。



晚饭后：应根据各人情况妥善安排。可分两三段来学习，语、
数、外等文理科交叉安排;也可作难易交替安排。

以下是一位高考优秀考生的每日作息时间表，可供参考：

每天6：00起床， 6：30-7：30复习英语，7：40-9：40复习
数学，9：50-11：50机动安排;中午午休;下午2：00-4 ：00
复习化学，4： 10 -6：10复习物理;晚上2个小时复习语文;
其余时间机动。在每一门课的复习中，不同阶段以不同 内容
为主，多看课本或多做习题，要掌握好。

总之，在总体计划的基础上，注意小块的时间安排，既要抓
紧时间，又该有张有弛，这样才能以一个较好、较正常的 心
态去参加高考，才能考好!


